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数可能比预期发病人数要少 , 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和降低

煤工尘肺的发病率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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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苯系物作业汽修工人的职业危害分析
Analysisofbenzeneanditshomologoccupationalhazardsonthemotor-repairworkersin4Sstore

李秋荣

LIQiu-rong

(北京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北京　100021)

　　摘要:对 23家 4S店汽修车间空气中苯及其同系物进行

现场检测 , 对 208名汽修工人和 150名非汽修工人进行职业

健康检查。汽修车间中苯 、 甲苯 、 二甲苯的浓度均低于职业

接触限值 , 19.2%的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 , 并且随着接触苯

系物工龄的增加 , 该人群白细胞降低的百分率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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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是集汽车销售 、 维修 、 配件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销

售店 , 它的出现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 尤其可以提供装备

精良 、 整洁干净的维修区。然而在作业过程中 , 汽修工人会

不可避免地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 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

影响 , 其中苯及其同系物毒性较大 , 也是影响职工健康的主

要危险因素 [ 1] 。为了更好的控制和消除工作场所中有毒有害

因素 , 以预防职业中毒及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 我们对北

京市朝阳区 23家 4S店汽修车间的苯及其同系物进行了检测 ,

对汽修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 并对职业病危害现状进行

评价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汽修组为 23家 4S店汽修车间 208名汽修人员 , 年龄 19

～ 29岁 , 平均 22.5岁 , 接苯工龄 6个月 ～ 13年;对照组为某

飞机维修厂 150名岗前体检人员 , 年龄 20 ～ 33岁 , 平均 26.9

岁 , 不接触苯系物。两组调查对象均为男性。

1.2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检测

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 对 23家汽修车间操作工呼吸带布点采集

苯 、 甲苯和二甲苯 , 连续监测 4 d, 计算各类有害因素的平均

浓度;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检测方法 》 (GBZ/

T160— 2004)对其进行检测分析。

1.3　工人健康状况调查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 2007规定的项

目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同时采集汽修组和对照组工人的静脉

血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Beckman公司)进行血常规检查 ,

异常者每周复查一次 , 连续复查 3次。汽修组白细胞正常值为

4.5×109 ～ 10.0×109 /L, 血红蛋白 120 ～ 160 g/L;对照组白细

胞正常值为 4.0×109 ～ 10.0×109 /L, 血红蛋白 110 ～ 160 g/L。

1.4　统计方法

所有 调 查资 料用 EPIDATE2.0 保存 , 数据 分 析用

SPSS11.5和 Excel2000处理。

2　结果

2.1　54个工作岗位空气中苯系物浓度

苯 TWA(0.19 ±0.43)mg/m3 , STEL(0.67 ±1.52)

mg/m3;甲苯 TWA (1.14 ±1.87)mg/m3 , STEL(4.23 ±

7.24)mg/m3;二甲苯 TWA(0.90 ±1.00)mg/m3 , STEL

(3.19±3.53)mg/m3。国家规定的苯 、 甲苯 、 二甲苯的 PC-

TWA值分别为 6 mg/m3 、 50 mg/m3、 50 mg/m3;PC-STEL值

分别为 10mg/m3、 100mg/m3、 100mg/m3。

2.2　汽修与非汽修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指标异常百分率的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 , 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和血红蛋白升高的

百分率较高 , 白细胞降低的百分率两组相比 , χ2值 9.25, 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红蛋白升高的百分率两组 χ2

值为 0.19,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汽修与非汽修工人指标异常百分率比较

组别
高血压 白细胞降低 血红蛋白升高 血小板升高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汽修组 10 4.8 40 19.2 34 16.3 10 4.8

对照组 5 3.3 9 6.0 22 14.7 20 13.3

2.3　不同工种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百分率比较

汽修组人群中主要的工种为钣金 (n=58)和喷涂 (n=

132), 钣金工人白细胞降低 12例 , 喷漆工种 28例 , 两工种

相比 χ2值 0.11,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工龄对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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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可见 , 各个工龄段的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的百分率

均高于对照组 (6%)。通过趋势检验可以得出 Z=1.9307, P

≤0.05, 提示随着工龄的增长 , 白细胞降低的百分率出现逐

年增高的趋势。

表 2　不同工龄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百分率的比较

工龄 (年) 人数 白细胞降低例数 %

≤ 1 27 3 11.11
1～ 5 76 12 15.80
5～ 10 89 20 22.47
≥ 10 16 5 31.25
合计 208 40 19.23

3　讨论

23家 4S店汽修车间空气中苯 、 甲苯 、 二甲苯的浓度均未

超出国家卫生标准 , 且距离规定的限值较远 , 说明职业卫生

部门比较重视该行业的职业卫生状况 , 4S店的作业环境处于

比较良好的状态 , 但 4S店汽修车间苯系物的浓度仍然比其他

作业环境高 , 工人处于低浓度长期接触状态 , 职业病有害因

素对工人身体健康存在着潜在的危害 , 因此各级政府及职业

病防治机构应对这一行业加强管理 , 认真贯彻落实 《职业病

防治法》。

苯及其同系物主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 少量可经皮肤吸

收 , 慢性毒作用主要损伤造血系统 (导致血小板和白细胞下

降)和神经系统 , 对皮肤黏膜可有刺激作用。汽修组与对照

组相比 , 白细胞降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可以认为汽修作

业使工人白细胞降低 。

4S店汽修车间主要的工种为钣金和喷漆 。钣金是将损坏

变形的车身恢复原貌 , 因此与喷漆相比 , 接触苯及苯的同系

物的机会相对较少。 本次调查可见喷漆工人白细胞降低的百

分率虽然较钣金工人高 , 但是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 因此还

不能认为喷漆工人白细胞降低的阳性率比钣金工人高 , 考虑

可能由于钣金和喷漆同在一个大的车间作业 , 苯系物会从烤

漆房向大车间弥散有关。

由表 2可见 , 随着工龄的增加 , 汽修工人白细胞降低的

概率也随之增加 , 说明在接触苯系物几年以后应密切关注苯

系物作业工人白细胞的变化 , 因此接触苯系物工人在岗期间

的健康检查和自我防护显得尤为重要。

汽修工人的健康影响因素除苯 、 甲苯 、 二甲苯外 , 还有

乙酸乙酯 、 乙酸丙酯 、 噪声等 , 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工人的

健康状况。

总之 , 企业应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重

视对汽修车间苯系物危害的防治 , 加强苯系物作业场所工人

的个体防护 , 如佩戴防毒口罩或面具 , 改革生产工艺 , 采取

有效的通风排毒措施 , 降低车间苯系物浓度。加强工人的岗

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安全培训 , 提高工人的自我保护和

防护意识;企业对工人进行岗前健康检查 , 剔除职业禁忌证;

定期对接触苯系物作业的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及早发现

职业禁忌或中毒患者 , 以便及时调离苯系物接触工作岗位 ,

及时治疗 [ 2] , 减少和延缓职业病的发生 , 更好的保护劳动者

的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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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蓄电池厂周边儿童血铅升高原因的分析
Etiologicanalysisonincreasedbloodleadlevelinchildrenlivednearastoragebattery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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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Bao-zhong, LIUYue-hong, XIANGKui, TANGXue-ping, CAIWen-yan

(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对某蓄电池厂周边儿童血铅升高原因进行调查。

215名儿童中 , 血铅最低 47 μg/L, 最高 460 μg/L, 平均

212.9 μg/L。其主要原因是某蓄电池厂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

染 , 而铅作业工人把受铅污染的衣服 、 鞋 、 帽等穿戴回家 ,

加重了铅对儿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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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蓄电池厂为我市比较大型的蓄电池片生产企业。一段时

间以来 , 该蓄电池厂周边居民陆续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血铅检测 , 结果大部分血铅值偏高。为了解血铅升高的原因 ,

我们对蓄电池厂周边情况进行调查 , 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一般情况

某蓄电池厂位于某村东侧 , 住户呈 L型散落在距蓄电池

厂 350 ～ 500 m以外的自然村。 全村人口 755人 , 其中儿童

134人。几乎每家都有外来民工租住 , 外来租住人口约 700

人 , 其中儿童 113人 , 外来人口中大部分为蓄电池工人 , 外

来儿童则是这些工人的子女。

2　调查结果

2.1　现场调查

某蓄电池厂建于上世纪 80年代 ,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

大 , 厂区不断向东南方向的山地扩大 , 作业工人也不断增加 ,

目前已增加 2 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作业工人和家属租住在该

村。调查发现 , 这些铅作业工人个人卫生意识较差 , 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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