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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特区使用有机溶剂的相关企业进行现场监测

调查 , 危害较严重的毒物为异丙醇 、 甲醇 、 甲苯 , 危害较大

的行业为眼镜 、 机械 、 印刷和制鞋业 , 危害较大的工种为印

刷和调漆。建议加强对超标严重企业的治理及监督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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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 有机溶剂的使用日益广泛 , 导致

职业中毒事件不断发生。为了解某特区工业企业使用有机溶

剂的现状 , 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 , 于 2004 年 1 ～ 12 月间 , 对

使用有机溶剂的相关企业进行了现场监测调查 , 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对 64家使用有机溶剂的工业企业进行了基本情况调查和

有毒物质监测。采样 、 标准及检测方法均按 《工作场所有害

物质监测方法———职业接触限值配套检测方法》 中规定的方

法进行 , 并按GBZ2—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中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STEL)对结果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04年我中心共对 148 家企业进行了有毒物质监测 , 其中

涉及有机溶剂的企业有 64 家 , 占 43.2%。涉及的行业包括电

子 、 印刷 、 机械 、 眼镜 、 制鞋业 、 化工 、 运动器材及其他

(家具 、 工艺品制作等), 有机溶剂职业危害主要存在于印刷 、

喷漆 、 涂装 、 胶印 、 调漆 、 丝印 、 粘合等工序。使用有机溶

剂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 , 职工多为外来工 , 女职工占多数。

2.2　生产环境有机溶剂测定结果

2.2.1　生产环境空气中有机溶剂测定结果　本次共测定12种

有机溶剂 , 其中 7 种有机溶剂存在超标情况 (见表 1), 另 5

种有机溶剂 (丁酮 、 乙酸乙酯 、 乙酸丁酯 、 正己烷 、 环己酮)

共测定作业点 69个 , 均未超标。

2.2.2　不同行业监测点合格情况 (见表 2)

2.2.3　不同工种有机溶剂测定结果　印刷工使用有机溶剂最

多且超标情况最严重 , 其次是其他类工种 , 包括烘干 、 强化 、

烧结 、 含浸等超标也较严重 , 见表 3。

表 1　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机溶剂测定结果 mg/m3

溶剂

名称

监测

点数

检出

点数

超标

点数

超标率

(%)

浓度

范围

最高超

标倍数

甲醇　 15 3 3 20.0 2.0～ 2 527.8 49.5

苯　　 130 23 3 2.3 0.5～ 109.0 9.9

甲苯　 133 85 8 6.0 1.0～ 906.6 8.1

二甲苯 133 30 2 1.5 2.0～ 571.7 4.7

丙酮　 68 24 2 2.9 1.0～ 1 815.8 3.0

异丙醇 9 5 4 44.4 1.0～ 2 427.3 2.5

汽油　 32 16 1 3.1 1.0～ 865.2 0.9

表 2　不同行业有机溶剂监测点合格情况

行业 监测厂数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化工　　 3 23 23 100　

运动器材 2 64 64 100　

电子　　 16 173 171 98.8

其他　　 5 36 35 97.2

印刷　　 28 161 152 94.4

鞋业　　 3 36 34 94.4

机械　　 3 46 42 91.3

眼镜　　 4 49 43 87.8

合计 64 588 564 95.9

表 3　不同工种有机溶剂测定结果

工种 监测点数 超标点数 超标率 (%)

印刷 147 11 7.5

其他 49 3 6.1

调漆 56 3 5.4

喷漆 96 3 3.1

粘合 43 1 2.3

丝印 55 1 1.9

胶印 68 1 1.5

涂装 74 1 1.4

3　讨论

该特区存在的有机溶剂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苯及苯系

物 、 异丙醇 、 甲醇 、 丙酮 、 丁酮等 , 有机溶剂危害较大的行

业是眼镜业 , 危害较大的工种是印刷和调漆。其中危害最严

重的有机溶剂是异丙醇 、 甲醇和甲苯 , 今后对这几种毒物应

重点进行监测。

从检出点数及监测点数可以看出 , 苯的检出率在下降 ,

取而代之的是甲苯 , 说明甲苯已成为苯及苯系物中使用最多

的原料 , 这与彭旺初等的报道一致[ 1] 。

虽然绝大多数作业点有机溶剂未超标 , 但局部问题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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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 如一印刷厂2 台过油机甲醇浓度均严重超标 , 其中一台

超标达 49.5 倍;另一家鞋厂刷胶岗位苯浓度也超标 9.9 倍 ,

象这样严重超标的企业 , 应采用低毒代替高毒的原料 , 并在

过油机及刷胶岗位安装旁侧排风罩 , 降低作业场所毒物浓度。

涉外工业的有机溶剂发展很快 , 而且品种繁多 、 成分复

杂 , 出于商业机密 , 有些进口的化学品只有商品名称或代号 ,

而缺乏详尽的化学成分及毒性资料 , 如将苯及苯系物称 “天

那水” 、 正己烷称 “白电油” 等 , 使用者几乎不清楚其成分及

毒性 , 这不仅给检测人员判定毒物带来困难 , 也造成一旦发

生中毒事件 , 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因此 ,

向提供原料的厂家索要原料成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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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分析 1996 ～ 2004 年台州地区职业性慢性苯中

毒的发病情况及行业 、 地区分布 , 指出制鞋 、 工艺品行业是

苯中毒防治的重点 , 并提出具体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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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是苯职业危害严重的地区 , 涉苯企业4 000余家 , 其

中制鞋企业2 482家 , 工艺品企业 567 家。1996～ 2004 年全市共

发生慢性职业中毒 214 例 , 其中苯中毒 149 例。为有效预防 、

控制和消除苯的职业病危害 , 掌握慢性苯中毒发病特点 , 制

定防治措施 。现对 1996 ～ 2004 年台州市职业性慢性苯中毒发

病情况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1996～ 2004 年职业健康监护或医院门诊检查异常 , 上报并

经省 、 市两级职业病诊断组确诊的慢性苯中毒病例。

1.2　方法

对全市慢性苯中毒病例按时间 、 性别 、 年龄 、 行业 、 地

区等分布情况进行汇总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1996～ 2004 年全市共诊断慢性苯中毒 149例 , 其中男性 48

例 , 女性 101例。年龄 17 ～ 52岁 , 平均 30.7 岁 , 其中<35 岁

者125例 , 占总中毒例数的 83.90%。按毒工龄 2个月～ 10 年 ,

平均 2.04年 , 其中<3 年者 104 例 , 占 69.80%。患者属乡镇

企业 142例 , 占总数的 95.30%。现场卫生学调查发现 132 例

中毒患者的作业场所没有配置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

防护用品 , 车间布局不合理 , 如:制鞋企业的机头 、 钳帮与

苯污染严重的刷胶工种相混杂。车间空气苯浓度最低 4.05 mg/

m3 , 最高2 985.40 mg/m3 , 平均 835.56 mg/m3 。患者临床表现

除外周血象和骨髓象的改变外 , 出血倾向是一组突出症状 ,

如牙龈 、 鼻 、 胃肠 (黑便)、 肾 (红尿)、 眼 (视物模糊)出

血 , 体征上表现面色苍白 、 皮肤瘀斑瘀点等 , 女性则以月经

量增多为主。在出血症状未出现之前或其中 , 自诉头晕 、 头

痛 、 乏力 、 耳鸣 、 脚酸 、 睡眠不好 、 食欲减退等。

2.2　时间分布 (见表 1)

1996～ 2004 年台州每年均发生慢性苯中毒病例 , 位居前两

位的是 1998 和 2002 年。在中毒程度上以重度为主。

表 1　台州市1996～ 2004年慢性职业性苯中毒发病情况

年份 中毒例数
中毒分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1996 3 3

1997 4 4

1998 50 13 6 31

1999 23 3 5 15

2000 11 11

2001 4 1 1 2

2002 48 1 47

2003 4 4

2004 2 1 1

合计 149 17 14 118

2.3　行业分布 (见表 2)

表 2　台州市1996～ 2004年慢性职业性苯中毒行业分布

行业 病例
中毒分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构成比 (%)

制鞋　　 73 1 2 70 49.0

箱包文具 10 1 9 6.7

工艺品　 52 16 10 26 34.9

其他　　 14 1 13 9.4

合计 149 17 14 118 100

2.4　地区分布

全市 9 个县 (市 、 区)中 7个县 (市 、 区)发生慢性苯中

毒 , 位居前两位的是温岭和黄岩 , 中毒例数分别为 68 例

(45.6%)和 56例 (37.6%)。

3　讨论

3.1　台州职业病防治工作重点为乡镇的制鞋 、 工艺品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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