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17处水泥厂治理前后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平均值)

项目 耗电量
(度/吨)

回收粉尘
(吨/月)

成本
(元/吨)

治理前 95　 2.7 171.2

治理后 89.5 7.6 163.5

2　效果评价

通过开展 “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对策试点” 工作 , 建

立健全了劳动卫生监督管理体系 , 极大地推动了我市劳动卫

生工作的开展 , 走出了一条监督监测与服务为一体的管理模

式。乡镇工业企业建档率为 100%, 职工建档率为 83.74%。

粉尘浓度平均下降 51.47%, 噪声强度平均下降 5.5dB (A)。

随机抽取 847 名乡镇企业职工进行答卷 , 一般卫生行为形成率

由原来 69.1%提高到 81.6%。健康概念及职业危害的知晓率

由原来的 16.3%、 27.2%分别提高到 78.0%和 82.2%。工人劳

保用品正确使用率由原来的 29.5%,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后提

高到 72.1%。可见 , 我市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监督管理模式效

果显著 , 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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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简述定期对环境监测用大气 、 粉尘采样器的流量

计 、 蓄电池等部件进行合理有效的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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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监测工作中 , 为了保证监测的质量 , 经常要对大

气 、 粉尘采样器进行维护。根据我们在工作中的经验提出其

简易维护方法如下 , 供参考。

1　采样器的维护

1.1　大气采样器的维护

当大气采样器没有安装缓冲瓶或吸收瓶与采样器连接错

误而导致吸收液被吸进采样器流量计内 , 使转子被粘住或者

采样时转子抖动影响采样 , 这时必须清洗流量计。 如果吸进

的吸收液较少 , 泵的运转正常时 , 可以把流量计的两端连接

胶管拆下来 。如果是用金属制成的转子 , 则依次用水 、 无水

乙醇 、 丙酮 、 乙醚注入流量计清洗;如果是用塑料制成的转

子 , 则依次用民用洗涤剂 、 水 、 无水乙醇清洗。然后再用气

泵 (也可以使用洗耳球)把流量计管内溶剂吹干。 然后把拆

下的胶管按原位置安好 , 用石蜡密封连接处 (当胶管被腐蚀

严重时要更换新胶管)。当采样器流量计 (或薄膜泵)吸入很

多酸性或碱性吸收液污染腐蚀严重时 , 必须拆下流量计 (或

薄膜泵)进行彻底清洗干燥后 , 按原位重新安装好。注意流

量计管粗内径向上 , 圆台转子底面积大的一面向上。双流路

采样器的每个流量计管只能与原配转子组合。 把拆下清洗 、

干燥后的薄膜泵换上 1个新薄膜 (可用乳胶手套剪成), 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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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安装好。把被腐蚀的连接管弃去 , 换上新胶管。 再用石蜡

把每个连接处封严。在采样时一定要在大气采样器上安装缓

冲瓶。为了防止采气流量波动 , 要在流量调节旋钮的螺丝杆

上 , 涂上少许凡士林油防止漏气。 然后把采样器流量计用皂

膜流量计进行校正〔1〕 , 以后方可使用。 大气采样器流量计应

定期半年校正 1 次 , 每年清洗 1次。

1.2　粉尘采样器的维护

要定期 (半年)向粉尘采样器加油管内注入适量润滑油 ,

润滑刮板泵。采样头内要安装弹性橡胶垫圈 。胶管老化时 ,

要及时更换新胶管。当流量计的流量发生波动时 , 可在调节

流量的旋钮杆处涂少许凡士林油或者加 1 个薄橡胶圆垫即可。

粉尘采样器流量计要每年校正 1 次 , 每 2 年清洗 1次。

2　采样器电源的维护

2.1　交流电源

某些采样器使用交流 220V 电源。为了工作方便 , 这时必

须配备一个 30～ 50 米长的防水胶质电线盘。应经常检查电线

是否安全。当电线胶质老化或裂口时应报废 , 及时更换新线。

手头要备有验电笔 , 并多准备几支适合采样器用的保险丝管。

2.2　直流电源

采样器使用 6 ～ 12V (公称电压)的直流电源。例如:铅

-酸蓄电池 , 免维护蓄电池 , 镉镍充电电池。 无论何种蓄电

池第一次充电都要充足电量 , 充电电流要按技术要求设定。

通常采样器用的铅-酸蓄电池或免维护蓄电池电容量较小 , 充

电电流设定为 1A或小于 1A 即可。当充电后电瓶开路电压达

到其公称电压的 110%时 (充电后 6V 电瓶的电压达到 6.6V;

12V电瓶的电压达到 13.2V), 即可认为充电完毕。电瓶两极引

线要用乳胶管套好 , 防止短路。要把蓄电池装在人造革保护

套内 , 防止碰撞损坏外壳。电瓶使用后其电压不能降低于电

瓶公称电压的 90% (即 6V 电瓶使用放电后其电压不能低于

5.4V;12V 电瓶使用放电后其电压不能低于 10.8V , 否则电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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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产生不可逆反应 , 损坏电瓶。这时电瓶要及时充电;长时

间不用也要定期每月充电 1次。

铅-酸蓄电池第一次充电前要按要求加足硫酸电解液 (用

密度为1.84g/ cm3A·R级或 CP级的硫酸与去离子水按一定比例

混合稀释成密度为 1.28g/cm3 的硫酸溶液即为硫酸电解液),

电解液液面要高出蓄电池极板 10～ 15mm , 排气要顺畅。 由于

水分蒸发 , 要定期向蓄电池中添加去离子水 , 以保持电解液

的适当高度 (使极板完全浸在电解液中)。 当电解液意外溢

出 , 使电极极板露出电解液液面时 , 为了保持电瓶内电解质

的浓度不降低 , 应及时补加电解液 (这时不能补加去离子

水)。如果当蓄电池电压很高 , 却带不动采样器时 , 这说明蓄

电池输出电流小了。 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充电不足 、 充电电流

过大 、 碰撞 、 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蓄电池内部极板产生不可逆

反应 , 或者极板脱落损坏使其电容量下降。 这是由于使用维

护不当而造成的后果。这种蓄电池只能报废。

3　采样器架的维护

目前绝大部分采样器都是使用照相机 (或摄相机)架代

替采样器支架 , 因此支架强度不够 , 时常有采样架摔倒 , 摔

坏吸收管或采样器现象发生。处理方法是在支架伸缩腿卡口

处加上铝片或橡胶垫片以增加承受力和磨擦力。 也可在卡口

处钻孔穿装活动的铁闩 , 或者直接用螺丝把采样器支架的伸

缩腿固定在经常使用的高度上 , 不必伸缩。

综上所述 , 经常对采样器进行简易维护 , 即可以提高采

样精度 , 又可以延长采样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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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第二次评奖征文通知

　　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 , 2001 年将进行第二次吴执中职业医学奖评选活动。评奖活动将根据基

金章程中的原则进行 , 现将基金评奖征稿及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 征文范围和要求

1.征文范围包括研究论文和有突出贡献 , 在防治战线上解决了实际问题 , 具有明显效益的工作总结。

2.研究论文的内容为:

(1)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领域重大防治技术的研究;(2)职业流行病学调查;(3)职业危害因素致健康损害的机制及毒理学

研究;(4)预防与控制职业危害的技术措施研究;(5)改善工作条件及人类工效学的研究。

二 、 征稿要求

1.科研论文:自 1997年以来在国内外杂志上已发表的研究论文和待发表的论文均可应征 , 但不受理在国外所做研究工作发

表的论文。待发表论文需有一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推荐 , 并可同时参加第七次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会议征文。

2.论文性工作总结:自 1997 年来在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第一线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 , 可以论文形式写出工作总

结。

3.征文稿件全文限5 000字以内 , 摘要 800 字以内 , 均需一式五份。

4.征文稿件必须有第一作者单位出具同意参加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评奖的证明信 , 并由单位领导签字和加盖单位公

章。另请附上第一作者年龄 、 技术职称 、 单位地址和邮编。

三 、 截稿日期:

2001年 7 月 15日 , 以发稿邮戳日为准 。

四 、 奖励等级:

一等奖 1名 , 5 000元;二等奖2 名 , 2 000元;三等奖 10 名 , 1 000元。

五 、 本次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评奖结果将在第七次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会议上公布并颁奖。

六 、 应征文稿邮寄地址及收件人:北京市南纬路 29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王玉萍收 , 邮政编码:

100050。电话:(010)63016891。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吴 执中职业医 学奖励基金管 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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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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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工眼及呼吸系统损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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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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