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国外卫生标准

有关玻璃钢粉尘的危害问题 , 国内外学者已有报

道 , 一致认为其对人体有一定程度危害 。前苏联对此

制订了卫生标准 , 以聚酯树脂为基质的玻璃钢粉尘为

5mg/m
3 [ 5]

。

6　卫生标准建议值

玻璃钢粉尘属于无毒 、无致突变作用 , 有轻度致

纤维化作用;劳动卫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 , 玻璃

钢粉尘作业工人中有 “尘肺” 样 X 线表现 , 肺通气

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损伤。本标准是以实验研究为主要

依据 , 结合劳动卫生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国内外有关

研究及参考国外卫生标准 , 建议车间空气中玻璃钢粉

尘最高容许浓度为 6mg/m
3
,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为3mg/m
3
。

本标准的提出既可解决我国当前的需要 , 又同国

外标准基本接轨 , 并填补了我国玻璃钢粉尘卫生标准

的空白。

7　建议卫生标准的可行性

根据我们调查生产和加工玻璃钢的企业和征求企

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 他们一致认为:研制车间空气中

玻璃钢粉尘卫生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为改

善劳动条件 、提出防护措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 , 所监测的 57个样品中 , 有

47个样品在 6mg/m
3
以下 , 合格率为 82.46%;监测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样品 15 个 , 11个样品在 3mg/m
3

以下 , 合格率为 73.33%。因此在目前经济技术情况

下 , 企业只要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 可以达到所提卫

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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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区乡镇企业职业危害调查
青岛市四方区卫生防疫站 (266032)刘伦贤 , 齐红卫 , 于锡昌

　　为了更好地掌握我区乡镇企业的职业危害情况 , 保护职

工身体健康 , 我们于 1998年 4 ～ 10月对我区乡镇企业 13家实

业公司下属厂矿开展了劳动卫生监督监测和职业性健康体检 ,

现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职业分布情况 , 矿石加工厂 6 个 , 机械加工厂 18 个 , 木

材加工厂 11个 , 塑料加工厂 10 个 , 汽车修理厂 11 个 , 化工

石油 9个 , 锻铸造厂 5 个 , 纺织服装厂 5个 , 印刷厂 3 个 , 其

他 5个单位。对其中 56 个企业进行了监测。

接触有害作业1 218人 , 男 580人 , 女 638 人 , 占生产职工

总人数的 34.2%, 其中苯系物 、 铅和锰焊等作业 365 人 , 占

30.0%;粉尘作业 242 人 , 占 19.9%;接触高温 、 噪声等物理

因素作业 611人 , 占 50.2%。

2　监测方法

空气中苯系物测定分析采用北京产 SP3420 气相色谱仪;

空气中粉尘测定为滤膜采样称质量法 , 用武汉产 FC-2 型粉尘

测定仪。噪声强度采用江西产 ND2 型精密声级计测定。所用

仪器均由国家计量部门校准。

3　结果

3.1　职业危害监测 , 在 56个单位中 , 监测粉尘点 63 个 , 毒

物点29 个 , 噪声点 338 个;合格率分别为 60.3%、 51.7%、

60.4%。

在粉尘超标企业中 , 矿石和木材加工超标率最高 , 最高

超标 7.8 倍。毒物超标行业为汽车修理喷漆车间和家具油漆

企业 , 其中甲苯 、 二甲苯超标最高。噪声超标点 134 个 , 超

标率为 39.6%, 矿石加工达 98 ～ 108dB (A), 木材加工 100 ～

110dB (A), 锻造厂达 103 ～ 120dB (A)。 按国家卫生标准

〔90dB (A)〕 计 , 超标 8 ～ 30dB (A)。

3.2　职业性健康体检 , 共查 860 人 , 男 508 人 , 女 352 人 ,

其中粉尘作业 168 人 , 占 19.5%;毒物作业 100 人 , 占

11.6%;物理因素作业 592 人 , 占 68.8%。发现 65 人患有慢

性疾病 , 13 人为职业病观察对象。

4　小结

通过对 56个单位有害作业环境危害因素监测调查 , 大部

分企业职业危害严重 , 无专人管理 , 特别某些企业领导重效

益轻预防 , 发现 95%企业未办理 “三同时” 预防性卫生监督

审批手续 , 导致厂房布局不合理 , 防护设备不齐全。 另外与

执法力度不够 , 职工自我防护意识差 、 文化素质低有关。 今

后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动卫生和健康监护工作。从根本上控

制职业危害 , 做到预防为主 , 依法管理。

(收稿 1998-12-18;修回 199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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