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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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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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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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产工艺 、 生产设备及布局

汽车维修工艺主要有钣金维修 、 机修和喷漆处理。采用

的设备为钣金维修工具 、 机修设备及喷漆房。喷漆房由于产

生化学毒物 , 通常为独立密闭 , 有单一的局部通风系统。为

便于流水作业 , 钣金车间 、 机修车间和喷漆房三者紧连。

3.3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

汽车维修行业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和噪声 , 产生于喷漆 、 钣金维修工艺。除噪声危害水

平控制较差外 , 其他毒物控制水平较好。汽车维修行业职业

病危害因素由生产工艺和使用的原 、 辅材料共同决定的 , 在

喷漆汽车维修的喷涂工艺中 , 其原材料为油漆和稀料 , 多数

含有有机化合物苯 、 甲苯 、 二甲苯 , 具有挥发性 , 易通过呼

吸进入人体 , 其中苯属于 《高毒物品目录 》 中的高毒物质 ,

是重点监测对象。由钣金敲打 、 冲撞或者机械运转产生的高

于 85分贝的噪声 , 导致作业听力下降。

3.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

2006年接苯企业检测合格率 88.8%, 检测点合格率

93.1%;接触甲苯 、 二甲苯企业检测点合格率均为 100% (见

表 1);接触噪声的企业合格率 10%, 检测点合格率 25% (见

表 2);毒物和噪声均达标的合格率为 62.5%。

2007年接苯企业检测合格率 93.3%, 检测点合格率

96.6%;接触甲苯 、 二甲苯企业检测点合格率均为 100%;接

触噪声的企业合格率 35.7%, 检测点合格率 40.9%;毒物和

噪声均达标的合格率为 65.6%。

2006年与 2007年分别进行企业苯 、 噪声合格率及检测点

合格率 χ2检验 , P值均 >0.05。 2006年与 2007年毒物及噪声

均达标的企业合格率 χ2值为 0.075, P>0.05。

表 1　2006年和 2007年毒物检测统计结果

年度
企业数

(个)

检测

点数

(个)

职业病

危害因

素　　

STEL

(mg/m3)

TWA

(mg/m3)

企业合

格率

(%)

检测点

合格率

(%)

2006 36 (4) 58 (4) 苯　　 0.3 ～ 142.0 0.009～ 8.93 88.8 93.1

2006 36 (0) 58 (0) 甲苯　 0.5 ～ 32.8 0.04 ～ 5.15 100 100

2006 36 (0) 58 (0) 二甲苯 1.65～ 86.2 　0.4 ～ 15.83 100 100

2007 15 (1) 33 (1) 苯　　 0.3 ～ 18.0 0.07 ～ 2.30 93.3 96.6

2007 15 (0) 33 (0) 甲苯　 0.6 ～ 36.5 0.15 ～ 4.16 100 100

2007 15 (0) 33 (0) 二甲苯 1.65～ 51.6 0.41 ～ 10.76 100 100

　　注:(　)表示不合格

表 2　2006年和 2007年汽车维修行业噪声检测结果

年度
企业
(个)

噪声强
度范围
(dB)

企业
合格
(个)

合格率
(%)

检测
点数
(个)

检测合
格点数
(个)

合格率
(%)

2006 20 75.7～ 102.2 2 10 28 7 25

2007 14 78.4～ 96.6 5 35.7 22 9 40.9

　　2006年朝阳区汽车维修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中苯的各项

合格率较高 , 甲苯 、 二甲苯全部合格 , 噪声的职业危害控制

效果水平较低 , 超标噪声以中高频噪声为主。机械设备产生

的噪声没有得到较好的控制 , 劳动者个人没有按照要求进行

防护。 2007年苯的各项合格率较 2006年有所上升 , 保持较高

的水平 , 但仍未达到 100%;甲苯 、 二甲苯全部合格 , 噪声的

合格率较 2006年有所提高 , 但未达到 50%的合格率 , 还处在

较低的水平。 2006年与 2007年毒物与噪声均达标的合格率达

到中等偏上水平 , 2007年较 2006年提高 3.1%。经统计检验 ,

2007年各项合格率均较 2006年有所提高 , 但整体水平二者无

显著性差别 , 说明这两个年度朝阳区汽车维修行业职业病控

制水平保持一致 , 并且汽车维修行业如果按照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要求进行生产作业 , 职业病危害可得到有效控制。

4　讨论

4.1　汽车维修行业中 , 苯 、 甲苯 、 二甲苯属于化学毒物 , 其

中苯属于高毒物质 , 主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 少量可经皮肤

吸收 , 慢性毒作用主要是造血组织和神经系统损害 , 对皮肤

黏膜可有刺激作用 [ 4] 。企业需要保持高度的职业病防治意识 ,

采取有效的措施。虽然 2006、 2007年苯的职业病危害控制较

好 , 但是仍有极少数企业苯的检测结果未达到国家标准 , 可

能存在的原因有:(1)使用不合格油漆和稀料 , (2)喷漆房

通风设施出现故障。因此 , 企业可从以下两方面加强苯的防

护措施 , 一方面使用合格的原 、 辅材料 , 使用环保油漆。另

一方面加强对设备的检查 , 及时排除故障或者更换功能更好

的设备。在调查中发现 , 有的企业配备有调漆室 , 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但不具备排风设施 , 应

采用通风橱 , 加强毒物的排出 , 把调漆室内的空气中有毒物

质浓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

4.2　汽车维修行业中 , 接触噪声危害的劳动人员未按要求佩

戴耳塞 , 企业应加强监督管理 , 加强对接触噪声危害人员的

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同时 , 劳动者自身应加强

自我防护意识。对于噪声危害 , 企业可以使用先进的设备 ,

或者采取隔音措施 , 设立隔音罩 , 降低整个生产车间的噪声

强度 , 厂房的墙壁可以使用吸音材料。

4.3　汽车修理作业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不容忽视 , 作业

场所中存在着多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 在汽车修理这样一个

相对封闭的工作场所内 , 包含了挥发性化学溶剂 、 噪声等多

种职业危害 , 其可能的联合 、 协同效应对于作业工人健康的

潜在危害应引起重视 , 尤其是有导致汽修工人造血系统癌症

的可能。因此 , 我们应当改进和加强对汽修行业的职业危害

的规范管理和治理力度 , 立足于作业岗位治理 , 降低职业危

害水平 , 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置和有效使用 , 同时 , 开

展暴露剂量监测和定期职业健康监护和筛检 , 做好作业场所

职业危害评价 , 提高汽修行业的职业病防治水平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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