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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中外合资服装公司缝纫女工中发生一起多人职业性急

性应激反应 , 调查结果如下。

1　发病经过与临床表现

1996年 3 月末该公司缝纫四班发生产品质量事故。 4 月 4

日 , 车间负责人为此召开午间会议。 会上 , 1 名工人因为头

晕 、 胸闷 、 四肢无力 , 昏倒后被送往医院。 在继续进行的会

议中 , 又有 4人昏倒入院。至当日 19 时 , 共有 19 人出现相似

症状被送入医院。

19 例发病者皆为女性 , 年龄 21 ～ 35 岁 , 占该班 42 名工

人的 45.2%。患者以自觉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 , 其中头晕 、

头痛和恶心者 100%, 四肢无力者 94.7%, 胸闷气短者

47.4%, 心悸 、 寒战 、 昏倒皆有者 26.3%。上述患者无该病

病史 , 家族亦无精神病史 , 皆未检查出相应阳性体征 , 血尿

常规检查 、 X线胸片 、 心电图等未见异常 , 昏倒者未见跌倒

性外伤。治疗给予维生素及安定剂 , 于 3日内相继恢复出院。

2　工作环境与病因调查

该公司有 324名职工 , 4 个缝纫班分布于各约 800 平方米

的两个楼层 , 每班各有 40 余名工人 , 每层楼有 90 台平缝机。

自1992 年投产以来 , 至今没有改变面料 (化纤纺绸)、 产品和

生产工艺。厂房为砖混结构。室内白灰墙 , 无特殊装饰。 发

病时车间内已经停止水暖供热。

生产工人多为家居当地的村民 , 每日由公司食堂供应午

餐 , 当日共同进餐的其他班组工人无发病 , 村民中亦无人出

现相似症状。发病的缝纫四班 , 近期无人遇有感情纠纷。

该公司采用 “任务管理” 的方法实施生产管理 , 其以班

为单位的生产定额随着班组间竞比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非

优良品许可率近于零;实行每日12 小时 , 每周7 天的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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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达不到产量和质量要求者 , 不仅处罚本人 , 还要牵连同

班工人。

3 月 29 日 , 缝纫四班加工的上衣因为锁反了扣眼 , 造成

当日产品全部报废。为此不仅直接责任者受罚款和解雇处罚 ,

同班工人也要遭受处罚。公司查明事故原因后 , 由车间负责

人于 4 月 4 日召开午间会议 , 公布调查结果 , 重申生产管理

规定时 , 引发了本起多人职业性急性应激反应。

3　讨论

职业精神卫生及其职业应激问题在国内逐渐受到的关

注〔1〕 , 主要是长期职业应激对健康的影响〔2〕。而类似本案发

生在服装生产企业的职业性急性应激反应尚未见国内报道。

调查表明 , 导致本起职业性急性应激反应的应激原 , 也

就是本案例发病的直接原因是该企业开会追究造成产品质量

事故的责任者及其有关人员。 加之该企业所采用的是管理心

理学称之为 “任务管理” 的方法管理生产 , 此方法以严密控

制和监督工人的措施提高生产率 , 不考虑工人的感情 , 难免

导致长期处于此工作状态下的工人心理紧张 , 从而成为这次

职业性急性应激反应的基础。

自该起案例之后 , 我市又有三家中外合资企业因为相似

的原因导致相似的发病。可见 , 职业性急性应激反应虽然不

是职业病 , 却是应该予以关注的职业卫生问题。在此建议 ,

在职业精神卫生研究中应重视企业生产管理方法与工人健康

的关系 , 注意对职业性急性应激反应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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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壳行业职业危害因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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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摸清玻壳行业的职业危害状况 , 我们于 1996 年 6 月 17

～ 20 日对某彩色显像管玻壳有限公司生产环境进行了职业性

有害因素现场监测与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正式职工2 837人 , 男性2 392人 , 女性 445 人 , 有

害作业工人1 514人 。职业性有害因素主要有高温 、噪声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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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 、 铅 、 一氧化碳 、 氮氧化物 、 苯系物等 , 主要分布在熔配

车间 (配料 、 熔炉)、 锥成型 、 屏成型 、 锥加工 、 屏加工 、 模

具车间 、 气车间和水车间。

2　主要工艺流程

原料※熔炉※成型※退火※研磨※包装

3　结果与评价

该公司劳动卫生管理有专人负责 , 并设有卫生室。在尘

毒治理及卫生防护方面 , 熔配车间配料系统安装有布袋式除

尘设备 , 车间内采用进口隔音板降低噪声 , 高温作业点安装

有冷气通风装置 , 模具车间喷砂间为密闭式喷砂 , 制造 、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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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钳工及电镀车间均设有局部抽风装置。生产工人配发工作

服 、 防尘口罩 、 防噪声耳塞 、 石棉衣等。

3.1　车间气象条件

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TJ36-79)规定 , 该企业工

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不得超过 37℃。测定结果表明 , 熔配

车间的熔炉 、 屏成型 、 锥成型压机前气温均超过 40℃, 最高

达53℃, 平均气温 46.3℃, 相对湿度 30%～ 40%。 单向辐射

热强度为:头部平均 11.8 J/ cm2·min , 胸部平均 9.0 J/ cm2·

min , 腿部平均 5.0 J/ cm2·min , 其中最大值34.2 J/ cm2·min。这

些地点的气象条件严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规定限值 , 对作业

人员易引起中暑 、 水盐代谢紊乱及其它不良影响。 由于工艺

及生产要求 , 这些作业场所目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 因

此这些场所除已采取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加强局部通风 、 供应

冷饮及在工作地点附近设置工人休息室外 , 还应加强个人防

护 , 尽量缩短高温作业时间 , 进行定期体检 , 以确保工人的

身体健康。

控制室 、 操作室 、 工人休息室的气象条件均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

3.2　车间噪声

本次调查共设噪声测定点 16个 , 分析频谱 10 个 , 16 个测

定点噪声强度在 79～ 111dB (A)之间 , 超过 85dB (A)的测定

点13个 , 占 81.3%。频谱分析资料显示 , 屏成型车间压机前

和销钉区以中 、 高频噪声为主;锥成型压机前 、 降温退火北

线 、 屏加工等工段为宽频带噪声;模具车间等离子喷涂以中 、

高频噪声为主;模具车间制造 、 整备钳工 、 原料库破碎机等

工段为宽频带噪声。其中尤以屏成型压机前 、 销钉区 、 等离

子喷涂工段噪声污染严重 , 平均噪声强度为 103.7dB (A), 平

均超标 18.7dB (A)。以上作业点应作为治理噪声污染的重点

噪声源。

3.3　车间粉尘

熔配车间粉尘监测点 13 个 , 共采集样品 52 个 , 结果为投

料口粉尘浓度均有超标 , 最高值达 53.0mg/ m3 , 平均超标率为

13.5%。模具车间粉尘监测结果显示 , 制造和整备钳工的操作

地点平均超标率为 25%;喷砂间由于密封不严 , 在喷砂过程

中粉尘浓度仍有超标。

由于受工作时间和投料时间的限制 , 现场监测时部分投

料口未投料 , 因此可造成投料口粉尘浓度值出现偏差。

3.4　车间空气铅

由于原料中加入大量的氧化铅 (20 ～ 25 吨/日), 在焙烧

过程中可有铅烟逸出。 本次监测的 8 个点 32 个样品中有 2 个

点超标 , 主要分布在熔炉旁 , 最高值为 0.034mg/m3 (国家标

准为 0.03mg/m3)。 配料车间氧化 铅加料口铅尘浓度 为

1.205mg/m3 (国家标准为 0.05mg/m3), 最高值为 1.55mg/ m3 ,

远远高于国家卫生标准。

3.5　车间空气中其他有害物质

本次监测的项目还有一氧化碳 、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硫 、

苯系物 、 氯化氢等 , 均未超标。

4　小结

通过对玻壳行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分析可以看出 , 其

主要职业危害为高温 、 噪声 、 粉尘 、 铅等 , 主要职业危害作

业点分布在配料 、 熔炉 、 压机。 在劳动过程中 , 工人不仅受

单一因素的影响 , 有些同时受到高温 、 噪声 、 铅 、 有害气体

等因素的联合影响 , 可对人体造成损害 , 需进一步加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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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锅炉制造厂车间吊车作业职业性危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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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锅炉制造厂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大型钢板和钢管 ,

需要车间吊车工运送和摆放 , 因此吊车作业人员在企业中占

有相当比例 。就此我们对吊车工的职业危害进行了调查 , 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吊车工组选择锅炉制造车间吊车作业工人 217 名 ,

均为女性;工龄 2 ～ 25年 , 平均 11 年;年龄 22 ～ 45 岁 , 平均

30.4岁。对照组选择后勤科室人员 110 名 , 平均年龄 31.9 岁。

1.2　方法

鼻咽部检查依据黄选兆主编 《耳鼻咽喉科学》 (第三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1.100)为标准进行诊断。视力检

查采用国际标准对数视力表 , 照明为 60瓦日光灯 , 距离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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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眼视力低于 1.0 者为视力下降。颈肩肌肉疾患采用问卷调查

填表法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环境监测

在吊车工作业呼吸带测定电焊烟尘浓度。样品数 156 个 ,

最低值 7.83mg/m3 , 最高值 32.67mg/m3 , 均值 5.96mg/ m3。 最

高值超过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5 倍多 , 均值基本达标。

2.2　吊车工组与对照组鼻咽部疾病检查结果

吊车工组鼻咽部疾病患病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其中吊

车工组咽炎 49 例 (22.6%), 鼻炎 25 例 (11.5%);而对照组

咽炎 8 例 (7.3%), 鼻炎 4 例 (3.6%)。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意义 (χ2=11.88 , P<0.001 和χ2=5.615 , P<0.05)。

2.3　视力检查结果

视疲劳 (包括眼球胀痛 , 眼睛干痒 , 视物不清 , 流泪)

吊车工组为 72 例 (33.2%);视力下降为 11例 (5.1%), 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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