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业岗位 , 超标率为 100%, 见表 3。

表 3　不同作业场所噪声检测结果

测定
地点

测定
点数

噪声强度范围
[ dB(A)]

强度均值
[ dB(A)]

超标
点数

超标率
(%)

五金车间

　磨光 5 87.5 ～ 99.7 94.3 5 100

　冲床 4 90.1 ～ 96.2 92.9 4 100

　切割 4 91.2 ～ 99.6 95.7 4 100

　弧焊 4 88.1 ～ 94.2 91.0 4 100

包装车间

　打螺钉 4 79.2 ～ 90.5 84.5 2 50

　插件 8 69.0 ～ 77.3 71.7 0 0

　切脚 5 71.7 ～ 84.9 77.8 0 0

合计 34 71.7 ～ 99.7 86.9 19 55.9

2.5　健康检查结果

企业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按职业健康监

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100名作业工人

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 其中接触粉尘及噪声 30人 , 铅烟 47

人 , 苯系物及正己烷 23人。体检中发现接触粉尘工人胸片异

常 4人 , 主要表现为肺纹理增多 , 紊乱。电测听异常 15人 , 其

中高频听阈提高 5人 , 语频听阈提高 (较好耳语频平均听阈 >

25 dB) 6人 , 单耳 (或双耳)语频 、 高频听阈提高 4人。

2.6　卫生防护措施

该厂在打磨抛光工序设有抽风除尘系统 , 焊接 、 浸锡等

作业岗位安装有抽风设施。对除尘设施进行检测 , 结果显示

除尘设施的罩口风速最高为 2.10 m/s、 最低为 0.75 m/s;控

制点的风速最高为 0.55 m/s、 最低风速为 0.12 m/s。印刷 、

贴标 、 检查擦试等使用有机溶剂的作业场所未设置抽风排毒

设施 , 接触粉尘工人以前作业时佩戴纱布口罩 , 近 1年才佩

戴防尘口罩。接触噪声工人戴耳塞 , 接触化学毒物的工人以

前未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 近 1年才开始使用防毒口罩。

3　讨论

灯饰行业中主要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系物 、 正己

烷 、 粉尘 、 噪声等 [ 1] , 对该企业作业场所检测结果表明 , 五

金加工车间的粉尘 、 噪声超标 , 其中粉尘超标率为 33.3%,

噪声超标率为 100%。 本次体检中发现胸片异常 4 人 , 占

13.3%;听力异常 15人 , 占 50%。作业场所中部分作业点的

苯 、 二甲苯 、 正己烷的浓度超标严重。粉尘超标的原因主要

是抽风除尘效果不好 , 控制风速低;化学毒物超标主要原因

是作业岗位未设置任何防护设施 , 容易对作业人员造成职业

中毒。

针对该灯饰厂职业卫生的现状 , 建议企业采取如下防护

措施:(1)噪声防护措施 ,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 , 机房内墙

安装吸声材料 , 安装隔声门窗 , 强振动设备下安装减振基座 ,

以降低房间内部的噪声强度。 (2)粉尘的防护措施 , 尽管企

业有抽风除尘设施 , 但防尘效果不理想 , 因此应合理布置除

尘设施及控制风速 , 控制点的风速应控制在 0.5 ～ 1.0

m2 /s[ 2] , 对除尘装置进行经常的维护 、 检修 , 定期检测其性

能和效果 , 确保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3)毒物的防护措

施 , 遵守以无毒代替有毒 、 低毒代替高毒的原则 , 尽量选择

无毒或低毒的化学物品 , 并在有毒作业场所合理设置通风排

毒设施。 (4)加强个人劳动卫生防护 , 使用有效的个人防护

用品。 (5)定期对生产场所中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

测 , 发现超标时 , 及时查找原因 , 必要时更换设备 , 以确保

作业场所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6)切实

加强作业人员上岗前和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 , 以便早期发现

职业病和杜绝患有职业禁忌证的人员接触相应的有害因素 ,

保证工人的身体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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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无锡市 2008年各企业的职业卫生现状 , 进

一步控制本市职业病危害因素 , 对本市各企业职业病危害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发现 , 大企业检测合格率明显

高于中 、 小企业 , 大企业的粉尘 、 化学因素 、 物理因素的合

格率比中 、 小企业的合格率高 , 小企业的合格率最低。而各

类型企业的高毒物品合格率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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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粉尘 、 化学毒物 、 噪声 、

高温等对作业工人健康造成损害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正确识

别 、 评价和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保护作业工人身心健康和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 无锡市投资环

境日益完善 , 工业企业数量不断增长 , 规模不断扩大 ,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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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无锡市不同规模企业的职业危害状况 , 为制定有效的预防

和控制职业病危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 2008年无锡市

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来自 2008年无锡市企业作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

果 , 分析大 、 中 、 小型企业的合格率 , 并分析各检测点粉尘 、

化学因素 、 物理因素的合格率 。

1.2　方法

用卡方检验统计方法分析不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检测结果。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008年对整个辖区的 528家工业企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 , 其中大型企业检测合格率高于中 、 小型企业的检

测合格率 (χ2 =65.19, P<0.01), 小型企业的合格率最低。

见表 1。

表 1　不同规模企业的检测情况

企业规模 企业数 检测点 合格数 合格率 (%)

大型 45 776 699 90.10

中型 114 2 457 2 064 84.00

小型 369 10 070 7 890 78.35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

大企业的粉尘 、 化学因素 、 物理因素的检测合格率高于

中 、 小企业 , 见表 2。高毒物品测定点的合格率各规模企业之

间没有明显差异 , 检测合格率范围 95.00% ～ 97.35%。

表 2　不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

企业
规模

粉尘 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

企业数
合格率
(%) 企业数

合格率
(%) 企业数

合格率
(%)

大型 21 97.74 45 90.13 39 75.09

中型 40 88.10 114 80.00 91 67.41

小型 109 84.43 369 78.35 211 62.68

2.3　粉尘检测结果

电焊烟尘 、 铸造尘的合格率较低 , 分别是 70.28%和

68.42%, 矽尘和其他尘的合格率较高 , 均达到 95%以上。见

表 3。

表 3　作业场所粉尘检测结果

粉尘名称 企业数 检测点 合格数 合格率 (%)

矽尘　　 14 178 170 95.51

电焊烟尘 33 72 65 90.28

铸造尘　 17 38 26 68.42

其他尘　 115 1 047 1 023 97.71

2.4　化学因素检测结果

甲苯 、 二甲苯 、 正己烷 、 其他化学危害因素的合格率分

别为 98.04%、 98.46%、 94.12%、 99.27%, 其他危害因素

中甲醇 、 汽油 、 酚 、 二甲基甲酰胺 、 二氧化硫的合格率都是

100%。见表 4。

表 4　作业场所化学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毒物 企业数 检测点 合格数 合格率 (%)

甲苯　 195 818 802 98.04

二甲苯 203 780 768 98.46

正己烷 3 17 16 94.12

其他危
害因素

280 3 421 3 396 99.27

2.5　高毒物品检测结果

根据 《高毒物品目录》 (卫监发 [ 2003] 142号), 无锡

市 2008年作业场所高毒物品检测结果见表 5。铅的合格率最

低 , 为 79.92%, 一氧化碳 、 氰化氢 、 甲醛的合格率为 90%

左右 , 汞 、 苯的合格率分别为 94.87%和 97.55%, 其他高毒

物质 (氯气 、 氨 、 二氧化氮 、 硫化氢 、 氟化氢 、 氰化物 、 氯

乙烯 、 苯胺)的合格率均为 100%。

表 5　作业场所高毒物品检测结果

高毒物品 企业数 检测点 合格数 合格率 (%)

汞　　　 22 39 37 94.87

铅　　　 31 239 191 79.92

一氧化碳 11 151 135 89.40

氰化氢　 5 10 9 90.00

苯　　　 164 776 757 97.55

甲醛　　 13 78 70 89.74

其他高毒
物质　　

96 573 573 100

2.6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

噪声检测 341家企业 , 合格率为 71.92%, 高温检测合格

率为 72.22%, 微波合格率为 94.12%。见表 6。

表 6　作业场所物理因素检测情况

物理因素 企业数 检测点 合格数 合格率 (%)

高温 6 54 39 72.22

噪声 341 4 804 3 455 71.92

微波 2 34 32 94.12

3　讨论

无锡市是一个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中型发展城市 , 企业

主要为电子 、 机械 、 化工 、 轻工 、 金属 、 其他等行业。 通过

对无锡市 2008年 528家企业生产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

测 , 大企业检测合格率明显高于中 、 小企业的合格率 , 但

2008年无锡市大 (90.10%)、 中 (84.00%)、 小 (78.35%)

企业检测合格率分别低于 2006年台州市椒江区大 (97.6%)、

中 (92.9%)、 小 (88.3%)企业检测合格率 [ 1]。 无锡市大

企业的粉尘 、 化学因素 、 物理因素的合格率高于中 、 小企业 ,

小企业合格率最低 , 而高毒物品的合格率 (95%以上)各规

模企业基本相同。该结果提示职业卫生监管部门 , 要加强对

大 、 中 、 小企业的监管 , 尤其是中 、 小企业。 加强企业法人

的职业病防治法律知识培训 , 通过培训使企业主明白 , 只有

贯彻科学发展观和 “以人为本” 的企业发展理念 , 按照各种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 , 改造生产设备 , 改进生产工艺 ,

加强防护设施 , 做好个人防护 , 确保广大职工的身心健康和

生命安全 , 才能真正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

生产性粉尘是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电焊

烟尘和铸造尘主要存在于电焊过程和机械铸造过程中 ,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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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电焊烟尘可引起肺组织的广泛纤维化 , 吸入大量铸造尘

可导致铸工尘肺。本市电焊烟尘和铸造尘的检测合格率较低 ,

可能原因是这些工作岗位作业空间相对狭小 , 局部通风条件

相对较差 , 或者通风设施达不到卫生要求造成的。这是治理

粉尘危害的重点作业场所 , 用人单位应积极采取防尘综合措

施 , 预防尘肺病的发生。

化学毒物是生产企业最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包括一般

化学物品和高毒物品。无锡市 2008年一般化学物品的检测合

格率较高 , 均在 94%以上 , 而高毒物品铅的合格率不到 80%,

一氧化碳 、 氰化氢 、 甲醛的合格率为 90%左右, 作业人员长期

暴露于化学毒物尤其是高毒物品超标的作业环境下 , 不仅容易

罹患慢性职业病 , 而且极易导致急性职业中毒的发生。

物理因素一般不致发生急性事故 , 未受到企业足够重视。

无锡市 2008年企业噪声检测合格率仅为 71.92%, 比 2006年苏

州高新区噪声合格率 (75.3%)稍低 [ 2] 。持续性、 高强度的工

业噪声对健康的危害尤为严重 [ 3] , 生产企业可以通过选用低噪

声工艺及设备 、 合理布置、 采取隔声 、 消声措施控制噪声 , 尚

不具备噪声治理条件时 , 应加强作业工人个人防护措施。高温

常见于汽车工业 、 机械制造业有热源存在的生产岗位, 高温的

合格率也仅为 72.22%, 企业应做好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措施 ,

减少作业工人持续接触高温作业时间 , 预防中暑发生。

通过对无锡市 2008年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的分

析 , 无锡市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繁多 , 危害严重。根据现状 ,

制定重点单位 (尤其是中 、 小企业)、 重点岗位 , 以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为中心 , 加强监督检查 , 加大执

法力度 , 从根本上保证劳动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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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汽车维修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Examinationandevaluationonoccupationalhazardsofvehiclemaintenanceandrepair

industryinChaoyangdistrictofBeijing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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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北京　100020)

　　摘要:随机抽取朝阳区 2006、 2007年汽车维修企业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进行分析。掌握朝阳区汽车维修行业职

业病危害因素现状及趋势。汽车维修行业要按照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要求开展生产工作 , 加强对苯和噪声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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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行业产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种主要为喷漆工

和钣金维修工 , 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苯 、 甲苯 、 二

甲苯 [ 1] 、 噪声 [ 2] , 该行业从业人员存在着严重的职业病危害。

加强汽车维修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 , 是目前职业

病预防的重点。通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汽车维修企业进行

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效果评价分析 , 结合朝阳区其他汽修企

业相关数据 、 资料分析进而得到目前朝阳区汽车维修行业职

业病危害控制的具体情况 , 得出该行业职业病危害控制的典

型性和规律性特征 , 为今后该行业更好地开展职业病预防控

制工作提供依据和数据支持。

1　调查内容

随机抽取 2006年辖区内 56家汽车维修企业检测报告 ,

对毒物苯 、 甲苯 、 二甲苯进行检测的企业 36家 , 检测点各 58

个 , 检测噪声的企业有 20家 , 检测点 28个。

随机抽取 2007年辖区内 29家汽车维修企业检测报告 ,

其中对毒物苯 、 甲苯 、 二甲苯进行检测的企业有 15家 , 检测

点各 33个;检测物理因素噪声的企业有 14家 , 检测点 22个。

2　调查方法

2.1　主要采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方法 [ 3] ,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和 GBZ1— 2002 《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进行评价。

2.2　分别统计 2006年 、 2007年汽车维修企业各毒物的企业

合格率 、 检测点合格率;噪声的企业合格率 、 检测点合格率;

毒物和噪声均达标的企业合格率。

2.3　分别对 2006年 、 2007年接苯 、 接噪企业的检测合格率 、

检测点数合格率进行 χ2检验 , 对各统计数值 、 检验结果分析

得出结论 , 并进行讨论。

3　结果

3.1　行业总体情况

汽车行业项目总建筑面积大多集中在 1 000到 50 000 m2 ,

生产所用原辅材料主要包括双工序色母、 油漆和稀释剂等 , 年

用量大约为几十到 100 L不等。中等项目工人数量为十几人 ,

工种包括喷漆工 、 钣金修理工 、 打磨工 、 电焊工、 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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