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三资企业的职业卫生问题近几年引起更多人的关注〔1～ 4〕 ,

通过对浙江省三资企业职业卫生状况调研分析 , 表明在三资

企业中存在有相当比例的有职业危害的企业 , 而政府的卫生

事业经费投入偏低 , 每年卫生事业经费投入只占工业生产总

值的 0.77%, 调查区的劳动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卫生机构的

设置数量明显偏少 , 远不能满足职业卫生工作的需要 , 定期

的预防性监督监测工作尚未全面实行 , 职工的预防保健工作

没有一定的保障 , 职业危害和职业病的患病情况比较严重。

本次的调研发现噪声 、 苯系物 、 高温和铅等有害因素是浙江

省三资企业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 , 通过对职工健康体检也发

现噪声性耳聋观察对象及苯中毒观察对象及中毒检出率较高 ,

为此建议采取如下几项预防对策和措施:(1)加快三资企业

的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制订工作 , 使三资企业职业卫生工作

走上法制化轨道;(2)加大卫生事业经费投入 , 充实医疗卫

生机构和人员;(3)加强职业卫生管理 , 把三资企业的预防

性卫生监督监测纳入正常工作规划;(4)重点开展对浙江省

的噪声 、 高温 、 苯系物 、 铅等有害因素作业的环境治理和职

工保护工作。

(参加调查的有:孟兴寿、 曾士典 、 裘剑飞 、 肖国兵 、 沃亚勇 、 章

芝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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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涉外企业有机溶剂职业危害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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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深圳市使用有机溶剂的涉外企业进行了劳动

卫生学调查 , 结果显示有机溶剂测定点合格率为 88.13%, 引

起职业中毒的有机溶剂主要是三氯乙烯 、 正己烷 、 二氯乙烷

和三氯甲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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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溶剂在涉外企业中广泛应用 , 近年我市职业中毒

80%以上发生在涉外企业 , 而有机溶剂中毒约占 90%。因此 ,

研究涉外企业有机溶剂职业危害的特点 , 对搞好劳动卫生工

作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于 1994～ 1996 年对我市1 323家

使用有机溶剂的涉外企业进行了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调查方法

根据 《深圳市劳动卫生管理》 微机数据库中使用有机溶

剂的涉外企业资料 , 按 《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

册)的要求 , 由调查人员按设计好的调查方案逐厂调查。 调

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 , 历年职业中毒发生情况等 , 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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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的有机溶剂进行监测 , 工人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各组分别选择存在同类有机溶剂企业中条件相似的非接触者

作对照)。收回资料以 SAS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我市存在有毒有害作业的涉外企业1 962家 , 而使用有机

溶剂的企业1 323家 , 占 67.43%。其中接触苯及苯系物 、 三氯

乙烯 、 三氯甲烷 、 二氯乙烷 、 正己烷和其他溶剂的企业分别

为 862、 97、 2、 9 、 8 和 381 家 , 以电子 、 塑胶玩具 、 五金

(电镀)、 家具 、 印刷 、 化工制造业为主。有机溶剂接触人数

40 470人 , 占涉外企业接触工人数 42.36%;工人年龄 18 ～ 43

岁 , 平均 28.3岁;工龄 0.5 ～ 6年 , 平均 2.3 年。接触苯及苯

系物有26 771人 , 三氯乙烯2 766人 , 三氯甲烷 232 人 、 二氯乙

烷 543人 、 正己烷 560 人和其他溶剂9 598人。

2.2　职业危害情况

2.2.1　毒物监测　对509家企业进行监测 , 4 228个有机溶剂

监测点中 , 合格点3 726个 , 合格率 88.13%。苯及苯系物合格

率为89.37%, 三氯乙烯 66.11%, 三氯甲烷 94.74%, 二氯乙

烷 64.32%, 正己烷 59.38%(参考标准)和其他溶剂 87.94%。

2.2.2　健康检查　对349家企业的 30 271名工人进行职业性

健康检查 , 其中有机溶剂接触者4 632人 , 接触者中未检出慢

性职业中毒者。但接触者各种神经症状发生率较高 , 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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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 乏力 (36.70%)、 恶心 (20.10%)和食欲不振

(29.65%)都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1)。同时在1 262名苯

及苯系物作业工人体检中 , 检出白细胞低于正常值者 85 人

(6.74%), 也明显高于对照 54 人/2 389人 (2.26%) (P <

0.01);对 212 名三氯乙烯作业工人进行了尿三氯乙酸检查 ,

高于正常值者有 106人 , 而对照组 247人的尿三氯乙酸均在正

常范围;对 207名接触三氯甲烷工人进行了肝功能检查 , 结

果转氨酶偏高有 23人 (乙肝表面抗原阴性), 对照组 182 人未

检出肝功能异常者。

2.2.3　职业中毒情况　近5年经市职业病诊断组诊断 , 涉外

企业中各种急 、 慢性有机溶剂中毒共 36宗 , 中毒人数168人 ,

其中三氯乙烯中毒 26宗 , 中毒人数 32 人 , 死亡 7 人;二氯乙

烷中毒 2宗 , 中毒人数 29 人 , 死亡 2人;三氯甲烷中毒 2 宗 ,

中毒人数 5人 , 死亡 1 人;正己烷中毒 3宗 , 中毒人数 85 人;

混合溶剂中毒 3宗 , 中毒 17 人 , 死亡 1人。

3　讨论

从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可认为接触有机溶剂工人的健康

已受到一定的影响 , 近年有机溶剂中毒事件的增多 , 反映我

市涉外企业职业中毒相当突出。由于职业病报告制度不完善 ,

估计目前所掌握的职业病例数远比实际发生的少得多。涉外

企业职业危害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是 (1)法制观念薄弱 , 违

法生产经营。我市发生职业中毒的企业多属不遵守国家劳动

卫生法规 , 投产前不执行预防性卫生监督的规定 , 防护设施

没有或有也不完善 , 因此一开始生产 , 作业场所有毒物质浓

度就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致使工人长期处于毒物浓度超标的

环境下作业 。尽管如此 , 企业又不及时组织工人进行职业性

健康检查 , 因而不能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和职业病患者;工

人缺少卫生防护用品 , 也得不到职业健康知识的教育。 (2)

职业病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随着打工者接触毒物工龄的

增长和有毒因素作用的积累 , 职业损害问题必然不断暴露。

我市职业病急剧上升的趋势 , 就证实了这一客观规律。 (3)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不健全。我市至今尚没有成立专

门的职业病防治机构 , 人员 、 设备不足在区 、 镇一级尤为突

出 , 严重影响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运作。 (4)劳动卫生法规

不完善 , 现行的劳动卫生法规缺少实施细则 , 对不同部门和

同一部门上下之间在劳动卫生管理权限方面的划分出现交叉 ,

造成执法交叉或管理空白。由于执法不力和交叉 , 严重削弱

了规范企业行为的调控能力 , 甚至造成企业钻法律空子。(5)

地方保护政策不利于劳动卫生管理。 某些部门以引进外资 、

改善投资环境 、 稳定外商 、 简化手续为由 , 不配合卫生监督

机构开展劳动卫生工作 , 甚至将劳动卫生检查队伍拒之门外 ,

造成难以监督 、 监测和情况不明的局面。

综上所述 , 开展涉外企业有机溶剂中毒防治措施应用研

究 , 包括重点发现毒物 、 加强通风排毒 、 控制作业时间和寻

找代用品等方面找出规律 , 结合现场调查和事故处理制订成

套的预防措施 , 刻不容缓。

临床治疗室操作台污染状况调查

Study on pollution situation of the operating table in clinical treatmen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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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治疗室操作台 45次 180 个点污染情况取样分

析 , 了解操作台面不同位置污染情况 , 指导污染监控工作 ,

以利于预防交叉感染 , 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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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护理单元的治疗操作台面 , 由于放有各种输液瓶 、

药品 、 无菌操作器具等。并在台面上经常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

因此对无菌操作而言 , 治疗室操作台的消毒就显得非常重要。

根据卫生部的要求物体表面的菌落数总数应≤10cfu/ cm2 , 我

们对本院治疗室操作台面的污染程度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的监

测及分析 , 以强化对交叉感染监控的意识 , 提高无菌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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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治疗室操作台的消毒

每天护理治疗操作前 , 操作台均用 5%的洗消粉溶液擦抹

台面消毒 , 保持消毒备用状态;采样均在消毒处理后 4 小时

内进行。

1.2　样本采集

1997年 5 月至 1998 年 7月止 , 每月监测 12 个点 , 随机抽

查取样;按照卫生部规定的 100cm
2
分成 4 个小平面取标本 ,

每个小平面用 5cm×5cm 的标准空心灭菌规格板放在被检台

面 , 放置顺序为由门向窗依次为 1 、 2、 3、 4 , 然后用浸有灭

菌液的棉签 1支 , 在规格板内来回涂抹 10 次 , 连续采样 4 个

规格板面积 , 然后用灭菌剪刀剪去采样人手接触部分 , 将取

样棉签放入培养基中培养 24小时 , 按时取样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1997年 5 月至 1998 年 7月共 45次 , 取样 180 点 , 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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