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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泰州市企业 2004 ～ 2007年有机溶剂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 , 发现危害较严重的毒物有油漆和鞋业胶粘车间的苯 、

甲苯 、 二甲苯 , 脱溶车间的甲醇以及中间体氯苯。建议加强

对超标严重企业的监督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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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泰州市企业车间空气中有机溶剂使用和职业卫生

状况 , 为职业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对 2004 ～ 2007年企业车

间空气中的有机溶剂检测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 《卫生检验管理软件系统数据库》 内抽出 92家企业涉

及有机溶剂的 491份报告为对象。

1.2　方法

按 GBZ159— 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

规范》 进行采样 , 按 GBZ160— 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的测定方法》 对工作场所有毒物质进行检测分析 , 按

GBZ2— 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进行评价。

实验检测和采样人员均通过省级职业卫生规范培训班的学习

考核;仪器经过质量技术监督局鉴定 , 日常检验中随机带入

有效标准物质进行验证;实验室通过国家实验室计量认证和

认可。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04 ～ 2007年共检测车间空气样品 491份 , 7416项次 ,

检出 1384项次 , 平均检出率 18.7%;超标 338项次 , 平均超

标率 4.6%;合格 7 078项次 , 总合格率为 95.4%。详见表 1。

表 1　有机毒物总体情况

年份
样品

份数

检测

项次

检出

项次

检出率

(%)

合格

项次

合格率

(%)

2004 47 445 128 28.8 390 87.6

2005 165 2 663 729 27.4 2 554 95.9
2006 133 2 171 189 8.7 2 111 97.2

2007 146 2 137 338 15.8 2 023 94.7

合计 491 7 416 1 384 18.7 7 078 95.4

2.2　检测项目

共检测出 12类 42种有机溶剂。 苯系物:苯 、 甲苯 、 二

甲苯 、 苯乙烯;烃类:一氯甲烷 、 二氯甲烷 、 三氯甲烷 、 四

氯化碳 、 二氯乙烷 、 三氯丙烷 、 正己烷 、 戊烷 、 环己烷;醇

类:甲醇 、 丁醇 、 乙二醇 、 异丙醇;酮类:丙酮 、 环己酮 、

丁酮;酯类:乙酸乙酯 、 乙酸丁酯;醛类:甲醛 、 乙醛;酸

类:乙酸 、 氯乙酸;酰胺:二甲基甲酰胺 、 己内酰胺 、 丙烯

酰胺;腈类:乙腈 、 丙烯腈;酐类:邻苯二甲酸酐 、 乙酐;

烯类:氯乙烯 、 六氟丙烯 、 四氟乙烯;其它:苯酚 、 苯胺 、

氯苯 、 对硝基氯苯 、 硝基苯 、 萘。

2.3　检测结果

有机溶剂检测结果表明 , 12类 42个项目中检出浓度高于

限值的有 11种 , 其余 31个项目均合格 , 详见表 2。

表 2　11种有机溶剂的超标情况

毒物

名称

监测

项次

最高检出浓

度 (mg/m3)

检出

项次

检出率

(%)

超标

项次

超标率

(%)

苯 942 324 363 38.5 121 12.8

甲苯 1 132 1 141 301 26.6 100 8.8

二甲苯 919 2 935 248 27.0 30 3.3

甲醇 534 1 346 60 11.2 44 8.2

氯苯 186 1 046 36 19.4 16 8.6

丙酮 98 929 9 9.2 8 8.2

己内酰胺 30 18 6 20.0 6 20.0

三氯甲烷 79 36 16 20.2 6 7.6

二氯甲烷 48 235 11 22.9 3 6.2

丁醇 6 131 6 100.0 1 16.7

邻苯二甲酸酐 12 4 3 25.0 3 25.0

2.4　不同行业有机溶剂超标情况

监测的 92家企业中 , 30家超标 , 占总企业的 32.6%,

按企业生产性质大致分为化工 、 机械制造 、 油漆涂料 、 金属

加工和鞋业等 , 见表 3。这 5大类企业车间空气中 , 制造业的

油漆车间和鞋业的胶粘车间三苯超标严重 , 且有三苯并存现

象。在这些监测点中 , 其中苯的最高浓度为 324mg/m3 , 超出

国家标准 54倍;甲苯 1 141mg/m3 , 超标 23倍;二甲苯 2 935

mg/m3 , 超标 59倍。化工行业脱溶车间甲醇最高浓度为 1 346

mg/m3 , 超出国家标准 54倍;中间体氯苯最高浓度为 1 046

mg/m3 , 超出国家标准 2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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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不同行业有机溶剂监测点情况

行业

名称
厂企数

监测

项次

检出

项次

检出率

(%)

超标

项次

超标率

(%)

化工 56 5 948 789 13.3 126 2.1

机械制造 22 1 082 419 38.7 173 16.0

油漆涂料 7 157 57 36.3 13 8.3

鞋业 3 120 62 51.7 14 11.7

金属加工 2 82 57 69.5 12 14.6

其它 2 27 0 0 0 0

合计 92 7 416 1 384 18.7 338 4.6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 2004 ～ 2006年检测合格率逐步提高 , 与

宋月 [ 1]的调查结果一致 , 但 2007年有下降趋势 , 仍需加强对

企业的监督监测力度。 2004 ～ 2006年检出率不断下降 , 这主

要是因为新建厂房的工艺设备 、 防护措施较好。

本次调查的有机溶剂项目比文献 [ 1～ 4]中报道的更多 , 其

中 “三苯” 超标情况与徐健 [ 2]报道的相似 , 甲醇 、 丙酮和

“三苯” 均有超标现象 , 苯系物以苯超标率最高 , 但叶曦 [ 3]

的调查结果是二甲苯超标率最高 , 同时丙酮有超标现象 , 而

甲醇未调查。由于地区差异企业使用有机溶剂有所不同 , 何

家禧 [ 4]主要调查了电子行业清洗剂三氯乙烯和正己烷的超标

情况 , 本次调查未发现正己烷超标 , 三氯乙烯则未调查 , 今

后需加强对三氯乙烯的调查。

泰州市仍有部分企业车间空气存在有机溶剂超标现象 ,

其中有我们熟知的 “三苯” 、 甲醇 、 丙酮 , 还有不常见的氯

苯 、 己内酰胺 、 丁醇 、 邻苯二甲酸酐等。可见 , 在实际工作

中为了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 我们应该针对本地区的实际 , 广

泛开展企业有机溶剂使用基线调查 ,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

展监督项目。同时 , 应加强对 《职业病防治法 》 的宣传和培

训 , 加大监督力度 , 对职业危害严重企业跟踪检查。另一方

面 , 不断提高工人自我防护意识 , 企业也要改进工艺 , 尽可

能使用低毒或无毒替代品 , 并保证作业场所有足够的通风换

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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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广西 20家新建 、 扩建企业工作场所空气中的化

学有害因素进行检测与分析。结果显示 , 大部分化学有害因

素的检测合格率为 100.00%, 锰和磷化氢的检测合格率分别

为 87.50%、 83.33%, 碳酸钠的检测合格率为 66.67%, 甲醛

的检测合格率仅为 33.33%。建议企业应从职业卫生管理 、 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个人防护用品 、 应急救援等多方面完善

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 降低工作场所生产环境中化学有害因素

浓度 , 以达到确实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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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有害因素检测是以保护职业人群健康为目的的职业

卫生检测。我们采用一系列分析检测手段 , 2004年至今对广

西电力 、 汽车制造业 、 造纸业 、 乙炔制造业 、 玻璃制造业 、

化工企业 、 铝加工业 、 水泥厂 、 化肥厂等多家新建企业生产

环境中的化学有害因素进行了检测 , 以了解不同新建工业企

业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有害因素的现状 , 评价职业病危害防

护措施及其效果 , 促进 《职业病防治法》 等职业卫生相关法

律 、 法规及技术规范的实施 , 现总结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4年至今对我区 19家新建企业 (其中汽车制造业 5

家 、 蔗渣造纸业 3家 、 离子膜法烧碱业 1家 、 电力企业 2家 、

乙炔制造业 2家 、 聚氯乙烯生产业 1家 、 水泥生产业 1家 、

浮法玻璃制造业 1家 、 化肥生产业 1家 、 甲醛生产业 1家和

高精度铝板带箔生产企业 1家)和 1家扩建企业 (离子膜法

烧碱业)工作场所空气中的化学有害因素进行了检测。

1.2　检测依据及方法

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采样 , 工作场所空气中各毒物检测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测定方法 》 (GBZ/T160— 2004)

中各毒物相应配套检测方法。

1.3　采样仪器

不同毒物根据采样流量用 QC-C防爆大气采样仪或 DS-

21C气体采样仪进行采样。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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