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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铅蓄电池行业整治成效分析
AssessmentontherectifyingeffectsinleadstoragebatteryindustryinYixingcity

包玉屏

BAOYu-ping

(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江苏 宜兴　214206)

　　摘要:对宜兴市铅蓄电池行业整治成效进行分析 , 提出

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 , 保护职工身体健康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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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发展我市铅蓄电池行业 , 保障环境

安全和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 , 市政府会同经贸 、 卫生 、 质监 、

环保等部门自 2006年 7月对全市铅蓄电池行业进行了专项整

治 , 取得了明显成效。 现从职业卫生的角度 , 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整治要求

1.1　对象

至 2006年 6月底 , 全市铅蓄电池生产单位有 55家 , 其中

铅蓄电池制造 (含极板生产) 27家 , 铅蓄电池组装 28家。

1.2　整治要求

(1)企业选址必须符合卫生要求 , 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

防护距离达到 《铅蓄电池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GB11659—

89)的要求。 (2)改革工艺 , 采用全自动浇铸 、 涂片代替手

工浇铸 、 涂片。 (3)完善卫生防护设施 , 生产车间增设机械

通风除尘系统 , 各操作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必须符合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2— 2002)的要求。

配酸车间增设应急冲淋装置。 (4)合理调整生产布局 , 设置

相对独立的浇铸 、 磨粉 、 拌粉车间。 (5)完善配套的淋浴间 、

更衣间 、 休息间等辅助用室。 (6)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

配备专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 完善职业病防治的各项

规章制度。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须参加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相

关培训考核 , 负责对企业内部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7)

企业内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防治公告栏 , 作业岗位醒目位置

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8)组织职工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 , 并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 对疑似职业病人进行

诊治。 (9)用人单位必须向职工提供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

督促其正确使用。

2　结果与讨论

2.1　一般情况

2.1.1　根据市政府的决定 , 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 5家企业整体搬迁至工业集中区 , 不能搬迁

的 9家企业予以关闭;另有 3家企业因原厂房狭小 , 不能满

足生产 、 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 进行原址重建;车间调整改建 6

家。整治期限内 (至 2007年 6月底)有 44家整治到位 , 并

通过达标验收。

2.1.2　各单位均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组织 , 制定了职业病危

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 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制度及各项操作规程。各单位职业卫生负责人均接受了

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考核。

2.1.3　各单位均为一线工人配备了工作服 、 工作帽 、 手套 ,

铅作业工人配备了防尘口罩 , 球磨车间的工人配备了耳塞 ,

烧焊岗位的工人配备了防护眼镜。

2.1.4　各单位均设置了职业病防治公告栏 , 公布职业病防治

法律法规 ,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 卫生防护设

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浇铸 、 球磨 、 磨片 、

烧焊等作业岗位设置了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2.2　基础设施

2.2.1　整治前 , 13家铅蓄电池制造企业有全自动浇片机 29

台 , 2家有全自动涂片机 3台。整治期间 , 19家铅蓄电池制

造企业添置全自动浇片机 86台 , 拆除人工浇铸炉 260台 , 保

留的人工浇铸炉均由燃煤改为电热;5家生产单位添置全自

动涂片机 8台;3家生产单位更新了球磨机。

2.2.2　整治前 , 16家铅蓄电池生产单位有机械通风除尘系

统 148套 , 所有配酸车间均没有应急冲淋装置。 整治期间 ,

44家生产单位增设机械通风除尘系统 800套 , 所有风机均设

于室外 , 加隔声罩 、 防振垫;配酸车间安装应急冲淋装置

55套。

2.2.3　整治前 , 8家铅蓄电池生产单位有淋浴间 , 12家有更

衣室。整治期间 , 31家生产单位增设淋浴间 、 更衣室 。

2.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情况

2.3.1　铅蓄电池生产工艺

铅蓄电池组装从磨片工序开始。少数制造企业不设球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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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 , 直接购买铅粉。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

表 1　铅蓄电池生产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岗位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浇铸 、 烧焊 　　　　铅烟

　　球磨 　　　　铅尘 、 噪声
　　和膏 　　　　铅尘 、 硫酸
　　涂片 、 磨片 、 称片分片 　　　　铅尘
　　化成 　　　　铅烟 、 硫酸
　　配酸 、 加酸 、 充电 　　　　硫酸

2.3.2　整治前后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整治前 (2005

年)对 17家铅蓄电池生产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监测 ,

其中制造企业 9家 , 装配企业 8家。整治后 (2007年)对 22

家进行了监测 , 其中制造企业和装配企业各半。 监测覆盖率

均为 50%。结果见表 2。

表 2　整治前后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危害

因素

2005年 2007年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χ2 值 P值

铅烟 65 41 63.08 88 69 78.41 4.35 <0.05

铅尘 133 97 72.93 174 158 90.80 17.11 <0.005

硫酸 62 62 100

噪声 8 0 0

　　比较整治前后车间空气中铅烟 、 铅尘的合格率 , 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说明通过整治 , 车间空气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

铅烟 、 铅尘的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整治后铅烟作业点的合格率为 78.41%, 仍然较低 , 原因

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铅烟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为 0.09 mg/

m3 , 较铅尘 (0.15 mg/m3)严格;人工浇铸炉的使用可能是

铅烟合格率低的原因之一;熔铅温度偏高时大量铅蒸气逸出

也会导致铅烟超标。

整治后球磨岗位 8个监测点的噪声监测结果分别为 87、

87、 88、 95、 95、 96、 97、 101dB(A), 均超过日接触噪声

8 h的卫生限值 ,原因是生产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控制噪声的措施。

2.4　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情况

对整治前 (34家)和整治后 (44家)铅蓄电池生产单位

在岗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接触铅烟 、 铅尘 3个月以上的

工人血铅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整治前后工人血铅检测结果

时间
<1.9μmol/L 1.9～ 2.89μmol/L ≥ 2.9μmol/L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总人数

2005年 141 14.69 368 38.33 451 46.98 960

2007年 754 39.44 735 38.44 423 22.12 1 912

　　通过整治 , 血铅正常 (<1.9 μmol/L)的比例明显提高 ,

血铅达到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 2.9 μmol/L)的比例大幅

下降。整治后工人血铅偏高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 , 车间空气

铅污染以及工人不注重个人卫生防护是主要原因。

3　对策

3.1　控制铅烟的污染 , 加强工艺改革 , 使生产过程机械化 、

自动化 、 密闭化 , 减少手工浇铸。控制熔铅温度 , 减少铅蒸

气的逸出。

3.2　控制噪声的污染 , 用多孔材料装饰球磨车间内表面 , 或

在球磨车间内悬挂吸声物体 , 吸收辐射和反射声 , 以降低噪

声强度。不设球磨工序 , 直接购买铅粉 , 是铅蓄电池制造企

业消除噪声污染的好方法。

3.3　建立合理的职业卫生和劳动制度 , 铅烟浓度较高岗位的

工人可以实行轮岗制。缩短球磨岗位工人的作业时间 , 有条

件的可适当安排工间休息。

3.4　加强个人卫生防护 , 在不能完全控制铅蓄电池企业铅和

噪声污染的情况下 ,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显得尤为重要。 铅作

业工人戴滤过式防尘 、 防烟口罩 , 严禁在车间内吸烟 、 进食 ,

做到饭前洗手 , 工后沐浴更衣。 球磨岗位的工人佩戴合适的

耳塞或耳罩是保护听力的有效措施。

　　收稿日期:2008-03-03;修回日期:20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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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 2007年急性农药中毒分析
AnalysisonacutepesticidepoisoningofHuzhoucityin2007

张传会 , 张鹏 , 闻栋
ZHANGChuan-hui, ZHANGPeng, WENDong

(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收集湖州市 2007年度全年农药中毒报告卡 , 进行

统计分析。 2007年全年共报告 570例农药中毒 , 其中生产性

中毒 147例 (25.78%), 非生产性中毒 423例 (74.22%)。

死亡 30例 , 病死率 7.09%, 全部为非生产性中毒。我市急性

农药中毒发病情况相当严重 , 减少高毒农药的使用 、 加强农

村人口的心理卫生教育 、 提高农村医疗机构院前急救水平 ,

是防止急性农药中毒 , 减少死亡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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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农业以粮油 、 蚕桑 、 水产 、 畜牧 、 林业 、 茶果等

为特色主导产业 ,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 , 农药的使用量剧增 ,

据市农业局统计 , 全市年农药使用量 6 769 t, 每农业人口年

均农药使用 3.54 kg[ 1] 。现将我市 2007年度农药中毒发病情

况作一分析 , 以期为我市农药中毒的控制提供参考。

·26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8年 8月第 21卷第 4期　　ChineseJIndMed　Aug2008, Vol. 21 No.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