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高频听力损失的不断加重 , 语言频率听力受损[ 1] 。本次调

查显示 ,噪声作业人员高频听损检出率高达 95.3%,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10.5%(χ2=192 , P <0.01), 有 73.3%的人员为中 、重度

高频听损 , 高频听损主要发生在 4kHz、6kHz 处 , 工龄在 5 年以

上 ,开始出现语频听损 , 两组作业人员相比 , 语频听损检出率差

异有非常显著性(χ2=13.0 , P<0.01)。在所调查的噪声作业人

员中 , 发生高频听损的最短工龄为 4 个月 , 工龄在 1 年内的 20

名噪声作业人员中 , 有 85%的人员发生高频听损 , 各工龄组的

高频听损检出率差异无显著性(χ2=6.79 , u=3 , P>0.05), 但各

工龄组的语频听损差异有显著性(χ2=18.7 , u=3 , P <0.01)。

作者认为 ,作业人员所接触的噪声强度高 ,噪声暴露量大 , 个人

防护差是导致高频听损检出率高且在各工龄组差异无显著性的

重要原因。因此高强度噪声作业人员的高频听损具有损害发生

早 ,听力损失重 , 检出率高的特点。

据报道 , 接触噪声人员类神经症状检出的阳性率与接触噪

声强度呈现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 2] 。本调查显示 ,神经系统症

状主要表现为耳鸣 ,其次为头痛 、失眠和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 与

有关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许多研究显示 ,噪声亦可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 ,引起血压

升高 、心电图改变等[ 1 ～ 3]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 , 噪声作业人员的

血压升高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1), 心电图主要表现

为窦性心动过缓(P<0.01),其次为 T 波改变(P <0.05), 其心

电图总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1)。 这与郑建如[ 3]和陆

代凤的调查[ 4]结果类似。

综上所述 , 噪声对人体的听觉 、心血管和神经等系统造成损

害 , 接触强噪声人员表现出损害出现早 、听损检出率高和危害重

的特点。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 对于强噪声作

业进行严格的控制 , 从而降低噪声危害 ,保护广大产业工人的身

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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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三资企业生产环境中的物理 、化学和粉尘等主要

有害因素进行监测 、调查 , 并对其结果进行了分析 , 同时对有害

因素接触人员分布情况也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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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三资企业生产环境中的职业危害问题 , 受到各级职

业卫生工作者的重视 ,为了解我省三资企业生产环境中的职业

危害状况 ,对其影响作出客观评价 , 进行了本次调查。

1　材料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已正式投产并在外经贸委登记注册的 、存在职业危害

的三资企业 283家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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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卫生与职业病及卫生监督专业工作。

1.2.1　生产环境有害因素种类调查　以调查表形式 , 派调查

人员对各企业存在的有害因素进行逐项调查并查阅各类原始

档案资料 ,进行编码输入计算机。

1.2.2　生产环境监测与实验室质量控制　对所有存在职业危

害的企业进行生产环境的监测 ,监测方法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

和规范进行。参加监测检验工作的实验室 , 进行实验室盲样考

核 ,合格的实验室承担监测工作 , 保证监测的质量。监测仪器

使用前按照计量要求进行校正。有机溶剂监测采用气相色谱

法 ,金属元素类监测采用原子吸收法。

1.2.3　监测合格率分析　分别对物理 、化学 、粉尘等有害因素

的生产环境监测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1.2.4　有害因素影响人群的分布情况调查　对受职业有害因

素影响的暴露人群分布情况进行调查。

1.2.5　汇总统计方法　所有调研数据和资料借助 Foxbase 数

据库及统计软件进行汇总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生产环境有害因素监测结果

对生产环境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进行布点监测 , 结果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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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产环境主要有害因素监测结果

有害因素名称
监测

点数

浓度 、强度 、温度

〔mg/m3、dB(A)、℃〕

范围 均值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苯 213 0～ 271.00 18.48 200 93.90

甲苯 220 0～ 2 350.00 62.61 194 88.18

二甲苯 219 0～ 301.00 26.10 215 98.17

联苯-联苯醚 22 2.00～ 2.00 2.00 22 100.00

二硫化碳 4 1.80～ 7.30 3.90 4 100.00

盐酸 20 0～ 3.10 1.00 20 100.00

铅 12 0.05～ 3.47 0.78 1 8.33

锰 12 0.002～ 0.30 0.05 10 83.33

煤尘 14 0.70～ 6.50 2.95 14 100.00

滑石尘 14 1.50～ 8.50 5.35 10 71.43

橡塑尘 20 1.30～ 16.00 4.13 16 80.00

棉尘 7 0.20～ 3.50 1.20 6 85.71

噪声 832 60.00～ 104.00 85.68 231 27.76

高温 37 23.50～ 45.00 35.35 13 35.14

　　表1 显示有害因素铅 、 噪声及高温监测合格率较低 , 其监

测均值也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有机溶剂等监测合格率较高。

最大超标倍数情况分析 , 以铅 、 甲苯 、 苯为最严重 , 分占前

三位 , 分别为 39.10、 31.50 和 4.44 倍。

2.2　接触有害因素作业人员分布情况

表2 显示 , 接触有害因素作业人员物理因素构成百分比

最大 , 且女性高于男性 , 对各种有害因素作业人员分布情况

分析 , 可见接触物理因素的噪声 、 高温作业人员构成百分比

最大 , 分别为 67.02% (12 364人 , 其中男2 169人 , 女10 195

人)和 13.91% (2 566人 , 其中男1 673人 , 女 893 人), 其次

为毒物类的苯作业人员 , 占 6.20% (1 143人 , 其中男 489 人 ,

女 654人)。

表 2　接触有害因素作业人员分布情况

有害因素
男

人数 构成(%)

女

人数 构成(%)

合计

人数 构成(%)

粉尘 1 073 5.82 441 2.39 1 514 8.21

毒物 1 014 5.50 891 4.83 1 905 10.33

物理因素 3 927 21.29 11 102 60.18 15 029 81.47

总计 6 014 32.60 12 434 67.40 18 448 100.00

3　总结

三资企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监督与调查 , 不仅可以反映生

产环境的职业危害状况 , 而且可以了解工人从事作业的生产

环境质量是否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 , 并客观地加以评价;同

时通过对目前的生产环境状况下职业性暴露人群数量大小的

调查 , 均可为进一步预防 、 改善或控制生产环境的职业性危

害 , 保障工人的健康服务[ 1 ～ 3] 。通过对 283 家存在职业危害的

三资企业生产环境的监测发现 , 有害因素铅 、 噪声和高温的

监测合格率较低 , 存在严重的超标情况 , 在有害因素中以铅 、

甲苯 、 苯的最大超标倍数为最高 , 表明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将

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害 , 尤其接触人数较多的噪声 、 高温 、

苯的作业人群 , 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由于三资企业是近几年崛起的企业类型 , 其新建和扩建

的企业占绝大多数[ 1] 。 因此在评价 、 分析 、 衡量三资企业的

生产环境职业危害状况时 , 建议应从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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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垃圾清运工人眼及呼吸系统损害情况进行调查 ,

结果显示所有眼结合膜及呼吸道刺激症状发生率显著增高;

肺功能也受到损害 , 敏感指标是 FVC和 FE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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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工人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包含有植物粉尘 、 砂土

的混合性粉尘和有机物腐败产生的有害气体硫化氢等。本文

对58例垃圾清运工人进行了调查 , 以探讨此种有害作业对眼

及呼吸系统的影响。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无吸烟嗜好的男性垃圾清运工人 58 名作为观察组 ,

另选市政系统无吸烟嗜好及无接尘 、 接毒史的男性工作人员

71 名作为对照组 , 两组人员身高 、 体质量 、 平均年龄及工龄

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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