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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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不同企业;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卫生防护

中图分类号:R13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9)03-0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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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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家新建 、 扩建企业工作场所空气中主要存在的化学有

害因素共 34种 ,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环己酮 、 丁醇 、 丁酸丁

酯 、 乙酸 、 乙酸丁酯 、 溶剂汽油 、 甲醛 、 甲醇 、 锰 、 一氧化

碳 、 二氧化碳 、 硫化氢 、 氯化氢 、 二氧化硫 、 一氧化氮 、 二

氧化氮 、 氯 、 氢氧化钠 、 硫酸 、 氨 、 联氨 、 磷化氢 、 丙酮 、

氯化汞 、 氯乙烯 、 二氯乙烷 、 三氯乙烯 、 四氯乙烯 、 碳酸钠 、

二氧化锡 、 氟化物等 , 418个检测点 , 检测样品 2 508个。各

企业均从职业卫生管理 、 通风排毒设施 、 自动化控制 、 个人

防护等方面对工作场所中的化学有害因素浓度进行了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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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论与建议

20家新建 、 扩建企业的工作场所空气中的化学有害因素

检测结果显示 , 各工作场所存在的化学有害因素种类较多 ,

且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 化学危害因素主要有苯类 、 酯类 、 环

己酮 、 丁醇 、 锰及其化合物 、 氯气 、 氯化氢 、 硫化氢 、 二氧

化硫 、 氨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一氧化氮 、 二氧化氮 、 氢

氧化钠 、 氯乙烯等 , 其中汽车制造 、 蔗渣造纸 、 离子膜法烧

碱 、 电力 、 聚氯乙烯 、 浮法玻璃制造 、 甲醛生产 、 高精度铝

板带箔等企业存在的化学毒物种类较多 , 但大部分企业空气

中化学毒物的浓度能达到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

(GBZ2.1— 2007)的要求。

各工业企业为控制和消除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病危害 ,

防治职业病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根据不同生产特点和工艺流

程从职业卫生管理 、 总体布局 、 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 、 职

业卫生防护设施 、 辅助用室 、 个人使用防护用品及职业健康

监护等方面对工作场所空气中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控制 ,

其职业病防护措施也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针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 , 对未达到职业病

危害防护要求的新建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 , 确保其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和要求 , 从而保护劳动者健康 。(1)组织管理措施:

加强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贯彻 , 对管理人员 、 劳动者进

行分层次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 明确各自的责任 、 义务及权

益 , 建立职业病防治小组 , 贯彻 、 实施职业病防治措施 , 并

督促落实;定期对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建立职业健

康档案 , 定期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2)技

术措施:改革技术和工艺过程 , 从根本上消除化学有害因素

的危害 , 对化学毒物应采用无毒或低毒物质代替有毒或高毒

物质 , 如汽车制造行业采用无苯溶剂代替含苯物质 , 采用无

害或危害小的新工艺 、 新技术 , 采用有效机械抽吸通风排毒

技术减少化学毒物的危害 , 采用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 , 减少

工人直接接触化学有害因素的机会。 (3)个人防护措施:为

接触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工人配备相应的 、 符合标准

的个人防护用品。

　　收稿日期:2008-12-15;修回日期:2009-03-22

腰椎间盘突出 CT扫描定位
及补层技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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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长时间保持一种体位姿势作业的人群 , 如出租车司

机 、电脑操作人员等腰椎间盘突出症已成为常见的职业相关疾

病。它是由于长期劳累 、用力不协调 、姿势不当等原因致椎间

盘组织退变 、损伤 、纤维环破裂 、髓核组织被挤出 , 向后从破裂

的纤维处突向椎管内 , 压迫神经所致。临床表现主要为腰腿痛

并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 ,反复发作 , 久治不愈 , 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 CT检查对诊断本病具有重要价值。

为使诊断更加简便 、 准确 , 使患者在健康体检中做到早

发现 、 早诊断 、 早治疗 , 现将 CT腰椎扫描定位及补层技巧方

面的几点体会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 2007年 1月至 2009年 1月进行健康体检的出租车

司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疑似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254例。

1.2　方法

使用美国飞利浦 M-X8000-D双层螺旋 CT扫描 , 电压 120

kV,电流 240 mA,扫描时间 1 s,层厚 10 mm,间隔 10mm。

2　结果与体会

2.1　定位技巧

腰椎 CT扫描患者若遇骶椎腰化现象 (疑似 6个椎体),

从平片上看影像较为模糊 , 如临床医生要求腰 1椎体 、 腰 2-3

～腰 5骶 1间盘扫描或者以腰 1为中心 , 胸 12 ～腰 2椎体 、

腰 4-5 ～腰 5骶 1间盘扫描的情况时 , 准确定准腰 1位置非常

重要 , 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定位:一是在腰 1椎体上定一条

线 (疑似有第 6个椎体时), 扫描后图像显示 , 没有肋骨的椎

体为腰 1, 有肋骨的则为胸 12椎体;二是扫描架倾斜度为 0

度时扫正位片 , 从正位平片上容易分清 12肋的位置 , 然后确

定腰 1, 从而准确定位扫描。

2.2　补层技巧

腰椎 CT扫描时 , 要求患者平稳呼吸 , 并摆好体位。但部

分患者由于年龄 、 疼痛 、 咳嗽等因素易导致串层 , 使本应在

间隙范围内的图像扫描到椎体边缘部位 , 往往会上串一个层

面位 , 有的从腰 3-4或腰 4-5开始。这时应记录串层的腰椎层

面位置及扫描架倾斜的度数 , 扫描结束后勿需调出平片 , 按扫

描技术键直接补层。方法是从后面腰 5骶 1开始向前补层 ,角

度不变 , 最后一层的数值加上 2 mm;若补腰 4-5间盘时 ,打 A轴

位指令角度与原层一致 ,最后一个层面数仍加 2 mm;补腰椎 3-

4的方法亦是如此 , 补出的层面与原扫描层面位置相同。

经过两年实践证明 , 本方法省时省力 , 既减少患者痛苦 ,

又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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