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位的噪声监测结果均为中度危害。见表 1。

表 1　类比企业印刷岗位噪声强度及其危害情况

岗位　　　　 样点数
噪声 dB(A)

范围 均值 标准误
危害级别＊

印刷机控制台 5 90.3～ 94.9 92.7 0.896 1 中度

印刷机折页工作位 5 90.0～ 96.2 93.1 1.190 8 中度

　　注:＊根据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和 《噪声作业分级》 [ 2] ,

日接触噪声时间在 4～ 8 h , 噪声的卫生限值为 85 dB (A), 85～ 91 dB

(A)为轻度危害 , 91～ 97 dB(A)为中度危害。

2.2.2　挥发性化学物　车间主要挥发性化学物中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丙酮来源于印刷过程中使用的油墨 , 分别在印刷机

控制台和折页工作位进行了监测 , 结果这 2类岗位4 种挥发性

化学物的浓度均在 0.5 mg/m3 以下 , 远低于 《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 3]规定的容许浓度;溶剂汽油主要来源于油

墨清洗剂 , 在用油墨清洗剂清洗墨辊时监测墨辊清洗位的溶

剂汽油 , 结果其浓度 (<0.75 mg/ m3)也远低于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3]规定的容许浓度。

2.3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该拟建项目选址可行 , 初步设计方案的总体布局合理 ,

功能分区明确 , 人流 、 物流畅通 , 建筑物朝向 、 平面布局有

利于自然采光和通风 , 生产工艺与设备布局 、 职业卫生的组

织管理 、 卫生辅助设施 、 应急救援设施和职业卫生经费预算

均基本符合要求。

根据对类比企业的调查检测结果: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丙酮 、 溶剂汽油浓度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 , 印刷工等

车间作业人员属安全作业[ 4 , 5] ;但印刷岗位噪声强度明显超过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 , 达到中度危害。因此 , 该项目

的设计需要着重改进对噪声的控制和防护。

3　结论与建议

3.1　该拟建印刷厂区项目如按照初步设计方案建设 , 其噪声

因素对印刷岗位人员造成了职业病危害 , 而其他职业病危害

因素在正常情况下将会控制在卫生标准之内。

3.2　建议强化对噪声的控制和防护 , 其主要措施有:(1)企

业在设备选型时应充分注意选择低噪声设备;(2)企业在印

刷生产线布局时 , 应将印刷机等主要噪声源设备与主要工作

位分隔开 , 分隔应采用具有良好隔音和吸音效果的材料;(3)

配备耳塞 、 耳罩 、 帽盔等个人噪声防护用品 , 在工人必须进

入高噪声区作业时佩戴 (耳塞的隔声效果可以达到 20～ 35 dB ,

耳罩 、 帽盔隔声效果可达 30～ 40 dB , 可以满足该项目中的噪

声防护需要);(4)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日常保养 、 维修与更新 ,

确保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 避免因设备养护不当或故障而使

噪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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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解锌的生产过程中 , 硫酸对作业工人皮肤 、 黏膜和

牙齿有强烈刺激和腐蚀作用。 本文结合现场监测 、 作业工人

一般情况 、 体检结果 、 个人防护情况等调查 , 探讨酸对工人

呼吸系统 、 皮肤黏膜刺激的危害 , 为采取有效的防护对策提

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接触组为某锌厂电解锌车间的接触硫酸作业工人 119 名

(男 45 名 、 女 74名), 平均年龄(31.9±6.7)(21～ 52)岁 , 工种

包括电解 、 剥锌 、 萃取 、 置换 、 天车 、 循环泵 、 巡检 、 掏槽
等。对照组工人为不接触硫酸作业工人 134 名 (男 101 名 、 女

33名), 平均年龄 (33.0±6.0)(21～ 45)岁 , 工种包括车工 、

焊工等。两组工人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有代表性地选择硫酸作业场所 (车间), 对空气中硫酸浓

度进行监测 。采用过氯乙烯滤膜采样 , 经氯化钡比浊法进行

分析。按照调查表的各项内容 (年龄 、 工龄 、 职业史 、 个人

防护情况 、 饮酒史 、 吸烟史 、 既往病史 、 皮肤黏膜刺激症状

等项目)对调查对象逐项询问并填写。

采用 SPSS11.5统计软件对成组资料进行 t 检验和两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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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样本的检验统计分析。

2　结果

对电解锌车间空气中硫酸浓度测定 , 5 个作业点的平均浓

度范围 0.5 ～ 2.6 mg/ m
3
, 其中电解槽 、 天车 、 扒锌皮作业点超

标 , 合格率仅为 40%。接酸作业工人几乎不戴防毒面具 , 经

常戴普通口罩者占 54.6%, 经常戴手套者占 78%, 所有接酸

作业工人 100%穿戴工装。呼吸道 、 皮肤黏膜刺激症状调查结

果接酸作业工人中咳嗽 、 咳痰 、 气短 、 胸闷 、 牙龈出血 、 鼻

出血 、 眼干 、 流泪 、 皮肤痒 、 嗅觉减退 、 眼结膜充血等明显

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3　小结

接酸作业工人的主要职业病危害除了职业性牙酸蚀

病之外 , 呼吸道 、 皮肤黏膜刺激症状也不容忽视 。 吸入

硫酸雾可引起眼和呼吸道刺激症状 , 长期暴露硫酸雾可

出现鼻黏膜萎缩 、 嗅觉减退等 。 此次调查表明电解锌车

间作业工人存在呼吸系统和皮肤黏膜刺激症状 , 这些职

业病危害主要与厂方职业卫生管理 、 生产条件 、 个人卫

生防护 、 卫生习惯差等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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