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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行业职业危害及控制措施
张海东 ,曲玮 ,易继湖 ,张志虎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山东 济南　250062)

　　摘要:装修行业是一个对从业人员健康危害较大的行业。其职业病危害有接触种类多及作业人员流动性强 、 职业

病防护意识淡薄 、 劳动强度大等特点。本文现就国内外装修行业职业病危害现状及控制进展情况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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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hazardsandcontrolmeasuresindecorationindustry
ZHANGHai-dong, QVWei, YIJi-hu, ZHANGZhi-hu

(ShandongProvincialInstituteofOccupationalHealthandOccupationalDiseaseControl, Jinan250062, China)

Abstract:Therearealotofoccupationalhazardsduringworkindecorationindustry, suchashighmobilityofworkers,

lackofprotectionawarenessandheavylaborintensity.Inthisarticle, thebasicconditionandcontrolmeasuresaboutoccupa-

tionalhazardsindecorationindustrywere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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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行业职业病危害种类较多 , 且作业人员职业病防护

意识淡薄 , 因此 , 对从业人员的健康危害较为严重。 现就国

内外装修行业职业病危害现状及控制进展情况进行概述。

1　职业病危害因素

室内装修过程中 , 由于使用的装修材料 、 作业工具及作

业环境等因素的不同 , 其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及强

度也不尽相同。

1.1　化学性因素

1.1.1　甲醛　主要存在于由脲醛树脂和酚醛树脂制成的装饰

材料中 , 尤以人造板材 、 胶粘剂为甚 [ 1 , 2] 。装修木工在工作过

程中常需要使用上述装修材料进行组装或粘结 , 多采用徒手

作业同时未采取任何个体防护措施的条件下接触到较高浓度

的甲醛。

1.1.2　苯及同系物　包括苯 、 甲苯 、 二甲苯 、 苯乙烯等。主

要存在于装修使用的油漆 、 各种油漆涂料的添加剂和稀释剂 、

各种胶粘剂 、 防水材料中。 某些油漆和粘合剂中甲苯含量高

达 30%以上 [ 3 , 4] 。深圳市的一项家居装修后空气中残留 “三

苯” 浓度的调查显示 , 苯的超标率为 25.7%, 个别甲苯和二

甲苯的超标倍数达百倍 [ 5] 。

1.1.3　氨　主要来自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剂 , 特别

是在冬季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墙体中加入尿素和氨水为主要原

料的混凝土防冻剂 , 随着温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还原成

氨气 , 造成室内空气中氨浓度增高;另外 , 室内空气中的氨

也可来自室内装饰材料 , 比如家具涂饰时所用的添加剂和增

白剂含有氨水 , 这种叠加情况下氨的短时间接触浓度比较高 ,

对装修作业人员危害较大 , 应引起重视。

1.1.4　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指可以在空气中挥发的有

机化合物的总量 , 是指室温下饱和蒸气压超过 133.32 Pa的有

机物 , 其沸点在 50 ～ 250℃之间 , 在常温下可通过蒸发以气态

形式存在于空气中。 TVOC主要存在于装修材料中的人造板 、

泡沫隔热材料 、 塑料板材 、 油漆 、 涂料 、 粘合剂 、 壁纸 、 空气

清新剂 、 地毯等, 在装修作业过程中可大量挥发。美国环保局

上世纪 80年代的调查报告显示 , 装饰后的房间内可检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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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C多达 350种 , 其中以芳香烃类和脂肪烃类化合物居多 [ 6] 。

1.1.5　铅　在某些不合格的油漆和涂料中 , 铅白 (碱式碳酸

铅)用作木器底漆中的颜料和塑料的稳定剂 , 铅丹 (四氧化

三铅)用作涂料中的防锈颜料。

1.2　粉尘类因素

粉尘也是装修作业人员面临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

由于作业人员使用的原料种类及生产厂家的不同 , 接触粉尘

的类别及性质也有所不同。 主要为木屑尘 、 水泥尘 、 砂尘 、

石膏尘 、 陶瓷尘 、 电焊烟尘及有机粉尘等 , 其中砂尘 、 水泥

尘等含有不同浓度的游离二氧化硅。黄振水等调查发现在瓷

砖切割过程中粉尘浓度波动在 5.4 ～ 16.1 mg/m3之间 , 游离二

氧化硅含量为 18.7% ～ 29.4%。分散度 <5 μm的比例大

于 53.4%[ 7] 。

1.3　放射性因素

氡是天然存在的无色无味 、 能不断释放的放射性惰性气

体 , 主要来自石材类装修材料 , 如花岗岩 、 大理石 、 石膏 、

建筑陶瓷 、 瓷砖等。一般来说 , 红色 、 绿色和花斑系列的花

岗岩类石材放射性活度偏高 , 如杜鹃红 、 印度红等。 瓷砖主

要由粘土或页岩等作坯料 , 表面涂上不同颜色的釉料加工而

成 , 某些厂家为增加产品色泽 , 在釉料中过量加入放射性较

高的锆化合物 , 致使放射性水平超标 , 其中釉面瓷砖超标最

为严重 , 一项调查显示超标率达 100%[ 8] 。

1.4　物理性因素

1.4.1　噪声与振动　在装修作业过程中由于需要使用电锯 、

电锤 、 电钻 、 电刨 、 切割机等高噪声设备 , 由于施工的连续

性及个人职业防护意识淡薄等原因 , 作业人员容易受到高噪

声和局部手臂振动的影响。

1.4.2　紫外线辐射　在对室内电焊作业时作业人员也可能受

到紫外线辐射的影响 。

1.5　其他因素

由于作业环节及劳动制度等条件的限制 , 在其作业过程

中还存在职业紧张 、 人类工效学及过度疲劳等职业相关问题。

2　有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在装修行业中 , 由于大部分工人是农民工 , 流动性大 ,

用人单位多未对其进行健康监护工作 , 因此 , 尚无与其相关

的职业病报告数据。

2.1　化学因素

2.1.1　甲醛　甲醛作为中等毒性的物质 [ 9] , 首先表现出的是

刺激毒性 , 主要表现在神经及呼吸系统症状 , 如头痛 、 头昏 、

咽干 、 咳嗽等;另外 , 甲醛是一种半抗原 , 慢性接触条件下 ,

可引起过敏性哮喘 , 大量时可引起过敏性紫癜 [ 10];甲醛也与

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 刘金铃等发现甲醛暴露者胃癌发病的

危险性是非暴露者的 2.9倍 [ 11] 。国际癌症研究署公布 , 甲醛

是人类的致癌物 , 可导致人的鼻咽癌 [ 12] 。另外 , 研究表明 ,

遗传毒性也是甲醛对人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危害之一。 Merk等

通过在 V79中国小鼠上的动物实验证实 , 甲醛可以明显引起

DNA-蛋白质的交联反应 、 姐妹染色单体的交换以及细胞内微

核的增多 [ 13 , 14] 。但其导致的 DNA-蛋白质交联较难修复 , 交联

的发生会对 DNA的构像和功能 (复制与转录)产生严重影

响 , 并在其复制过程中容易造成某些重要基因 (如抑癌基因)

的丢失 , 导致肿瘤或某些严重疾病的发生 [ 15 ～ 19] 。

2.1.2　苯及其化合物　苯及其化合物急性中毒主要对中枢神

经系统造成损害 , 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 , 轻者表现为

头晕 、 恶心 、 胸闷和乏力等症状 , 严重的出现昏迷 , 甚至因

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2001年牡丹江市 2名油漆工在为一住

户进行家装油漆作业过程中发生急性苯中毒 , 现场检测空气

中苯浓度为 350 mg/m3。应用蚕豆叶尖细胞微核试验方法 , 袁

振华等 [ 20]发现装饰材料中的苯 、 甲苯 、 二甲苯具有潜在的致

突变作用 , 与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测定结果也一致 。 Gerin

等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3 730个癌症病人 (包括 15种癌症类型),

结果显示 , 研究对象暴露于甲苯 、 苯 、 二甲苯与癌症高度相

关 [ 21] 。长期接触低浓度的苯可引起慢性苯中毒 , 出现造血障

碍 , 患者可有鼻出血 、 牙龈出血 、 皮下出血 、 月经过多等临

床表现 , 重者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或白血病 [ 22] 。

2.1.3　氨气　氨气对接触的组织有腐蚀和刺激作用 , 可以吸收

组织中的水分, 使组织蛋白变性 , 并使组织脂肪皂化 , 破坏细胞

膜结构, 主要对人的呼吸道 、 眼睛和皮肤产生刺激性损害作用,

引起流泪 、 咽痛 、 咳嗽 、 恶心 , 甚至呼吸困难、 肺水肿。

2.2　放射性因素

氡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公布的 19种主要致癌物质之

一 [ 23, 24] , 是目前仅次于香烟引起人类肺癌的第二大元凶 [ 25] 。

环境中的氡及其子体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以低剂量长期作用

为主。氡及其子体 90%以上吸附于空气中的气溶胶粒子 , 很

容易随呼吸进入体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低剂量的放射性污

染物质氡长期作用是人群肺癌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 , 有研究

揭示室内环境中氡浓度升高与肺癌的高发有密切关系 [ 26] 。有

研究表明 , 长期接触花岗岩 、 大理石等装修材料中放射性核

素衰变产生的放射线和放射性气体氡 , 可对机体的免疫系统

和造血功能带来影响 , 甚至导致肺癌的发生 [ 27] 。

2.3　粉尘

装修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对健康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呼吸系

统。粉尘的吸入可引起尘肺 、 粉尘沉着症 、 呼吸道慢性炎症

等疾病。其中水泥尘肺 、 电焊工尘肺及其他原因导致的尘肺

病是我国法定的职业病。

2.4　物理性因素

装修作业人员经常暴露于一个强噪声 、 强振动的环境 ,

久之必然对其健康产生损害 , 影响机体的听觉系统 、 免疫系

统 [ 28]及神经系统等 [ 29 , 30] 。

3　控制措施建议

一旦明确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相关的有害因素 , 就应采

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来降低其浓度 (强度)。常采用的方法有

(1)选用先进工艺 、 先进设备 , 淘汰过时的 、 危害严重的设

备和工艺;(2)工作场所卫生工程技术措施控制 , 安装临时

机械通风换气设施及其他方法降低工作场所危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的措施;(3)加强作业管理与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 包

括制订各种规章制度 、 操作规程和职业病危害告知等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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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4)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和用品。具体内容包括:

职业卫生管理:国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业卫生

管理方法应增加对装修行业职业病危害管理的新元素 , 落实

《职业病防治法》 、 《生产安全法》 及 《劳动法》 等关于职业

病防治的相关法律内容 , 协调卫生部门 、 安监部门及劳动监

察部门工作机制 , 强化装修作业人员健康监护 、 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监测制度管理 、 劳动合同及工伤保险等措施。

健康教育:各级卫生 、 安全 、 劳动 、 工会及宣传部门应

采取多种形式的职业病危害宣传教育工作 , 使得装修从业人

员对所从事的作业岗位危险因素有感性的认识 , 了解自己的

工作岗位的危险因素及如何使用防护用品保护自己 , 严禁在

施工现场吸烟和食宿 。

卫生工程技术方面:对可能存在的苯系物 、 甲醛等挥发

性有机物 、 粉尘和放射性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装饰过程

要强化通风排毒措施 , 尽量减少高温季节从事装修作业 , 因

有害气体随温度的升高而释放量增加;选用对作业人员健康

影响较小的工具 、 设备或者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加强工具

设备的技术创新改造等相关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强化作业

场所劳动保护措施的落实工作。

个体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根据从业人员工种 、 接触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的不同 , 配发防尘口罩 、 手套 、 防噪耳

塞 、 防护眼镜等个体防护用品 , 在进行局限空间油漆作业过

程中要佩戴防毒面具以减少有害物质吸入。

装修材料:尽量选择无害或低害的绿色产品 , 如无苯油

漆 、 低甲醛合成板等;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装饰材料卫生

质量的监督管理 , 进一步规范市场 , 加强装饰材料在生产 、

运输 、 销售等多个环节的质量控制 , 减少含苯油漆或甲醛超

标的装饰材料进入市场 , 以保障工人的健康。

参考文献:

[ 1] 陈晓东.中国室内装修污染及健康危害研究进展 [ J] .中国公共

卫生, 2003, 19 (10):1263-1266.

[ 2] KimCW, SongJS, AhnYS, etal.Occupationalasthmadueto

formaldehyde[J].YonsieMedJ, 2001, 42 (4):440-445.

[ 3] 朱天乐 , 郝吉明 , 周中平 , 等.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现状 、 成因及

对策 [ J]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 2002, 16 (10):16-20.

[ 4] 赵金辉 , 张锐 , 刘玉敏 , 等.室内装修装饰产生的苯系物污染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 J] .预防医学论坛 , 2005, 11 (2): 15-17.

[ 5] 李瑞园 , 陈卫 , 康莉.家居装修后空气中残留 “三苯 ” 浓度的测

定 [ J] .职业与健康 , 2005, 21:371-372.

[ 6] WallaceLA, ZweidingerR, EricksonM, etal.Indoorairmonitoringpro-

grammedpreliminaryresultsoftheUS[ S].Washington:EPA, 1982.

[ 7] 黄振水 , 李淑玲 , 徐琴.瓷砖切割场所粉尘危害与作业工人矽肺患病

情况调查 [ J].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2004, 10 (2):157-158.

[ 8] 武丽 , 王建华 , 秦文华 , 等.石材及其他建材的放射性核素分析

与评价 [ J] .中国辐射卫生 , 2001, 10 (4): 216.

[ 9] 谢颖 , 唐明德.甲醛的生殖毒性 [ J].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

2002, 28 (2): 118-120.

[ 10] MizukiM, TsudaT.Relationshipbetweenatopicfactorsandphysical

symptomsinducedbygaseousformaldehydeexposureduringananatomy

dessectioncourse[ J] .RERUGI, 2001, 50 (1):21.

[ 11] 刘金铃 , 崔毅.甲醛职业暴露与胃癌关系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 1998, 694: 175.

[ 12] CoglianoVJ, GrosseY, BaanRA, etal.Meetingreport:summa-

ryofIARC monographsonformaldehyde, 2-butoxyethanol, and

1-tert-butoxy-2-propanol[J].EnvironHealthPerspect, 2005, 113

(9): 1205-1208.

[ 13] MerkO, ReiserK, SpeitG.Analysisofchromate-inducedDNA-

proteincrosslinkswiththecometassay[ J].MutatRes, 2000, 471

(1-2) 71-80.

[ 14] MerkO, SpeitG.Significanceofformaldehyde-inducedDNA-protein

crosslinksformutagenesis[ J] .EnvironMolMutagen, 1998, 32

(3): 260-268.

[ 15] TengS, BeardK, PoumhmadJ, etal.Theformaldehydemetabolicde-

toxificationenzymesystemsandmolecularcytotoxicmechanisminisolated

rathepatocytes[J].Chemical-BiologicalInteraction, 2001, 130:285.

[ 16] OliverMerk, KristinReiser, GunterSpeit, etal.Pmalysisofchro-

mate-inducedDNA-proteincrosslinkswiththecometassay[ J].Mu-

tationResearch, 2000, 471: 71.

[ 17] NarendraSingh, HenryLei.60 HzmagneticfieldexposureinduceDNA

crosslinkinratbraincells[J].MutationResearch, 1998, 400(1):313.

[ 18] BundeRL, JarviEJ, RosenretetJJ, etal, Apiezoelectricmethodfor

monitoringformaldehydeinducecrosslinkformationbetweenpolv-lvsineand

poly-deoxyguanosine[J].Talanta, 2000, 51:159.

[ 19 ] George Quievryn, AnatolyZhitkovich.LossofDNA-protein

crosslinksfromformaldehyde-exposedcellsoccursthroughspantanous

hyerolysisandanactiverepairprocesslinkedtoproteosomefunction

[ J] .Carcinogenesis, 2000, 21 (8):1573.

[ 20] 袁振华 , 丁友昌 , 陈筱君 , 等.居室内装修材料的安全性研究

[ J] .癌变·畸变·突变 , 1999, 11 (5):272-275.

[ 21] GerinM, SiemiatyckiJ, DesyM, etal.Associationsbetweensever-

alsitesofcancerandoccupationalexposuretobenezene, toluene,

xyleneandstyrene:resultsofacasecontrolstudyinmontreal[ J].

AmJIndMed, 1998, 34 (2): 144-156.

[ 22] KuangS, LiangW.Clinicalanalysisof43casesofchronicbenzence

poisoning[ J] .ChemBiolInteract, 2005, (153-154):129-135.

[ 23] 孙世荃.人类辐射危害评价 [ 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

1996:156-168.

[ 24] FordES, EhemaniCR, SiegelPZ, etal.Radonawarenessand

testingbehavior:findingsfromtheвehavioralriskfactorsurveillance

systerm [ J] .HealthPhys, 1996, 70 (3): 363-366.

[ 25] RuosteenojaE, MakelainenI, RytomaaT, etal.Radonandlung

cancerinFinland[ J] .HealthPhys, 1996, 70: 185-189.

[ 26] 徐厚恩.生物标志和人群毒理学研究进展 [ J] .中华预防医学

杂志 , 2005, 39: 149-150.

[ 27] NeubegerJS, GesellTF.Residentialradonexposureandlungcanc-

er:riskinnonsmokers[ J] .HealthPhys, 2002, 83 (1): 1-18.

[ 28] 金燕 , 王桂兰.噪声对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 J] .中国工业医

学杂志 , 1995, 8 (5):267-268.

[ 29] 林潮.噪声作业对工人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调查研究 [ J] .工

业卫生与职业病 , 1998, 24 (5): 272-274.

[ 30] 张春之 , 张凯 , 聂继池 , 等.振动对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影

响的研究 [ J] .劳动医学 , 1997, 14 (4):203-205.

·206·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 6月第 22卷第 3期　　ChineseJIndMed　June2009, Vol. 22 No.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