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农药中毒的地区分布情况 例

中毒类型 地市级 县区级 乡镇级 合计

生产性中毒 10 92 47 149

非生产性中毒 102 38 276 416

合计 112 130 323 565

2.6　中毒与农药种类的关系

以有机磷农药为主 , 共发生 474例 , 占全部中毒人数的

83.9%, 其中又以甲胺磷为最多 , 占有机磷农药中毒的

44.7% (212/474);其次为杀鼠剂 , 为自杀的主要毒物 , 共

201例。

3　讨论

我市 2004— 2008年间发生急性农药中毒 565例 , 大部分

是非生产性的误服与自杀中毒 , 它集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社

会问题 [ 1] 。同时 , 除了社会因素外 , 也间接反映了农药管理

不善的问题。 近年来 , 对农药的销 、 管 、 用放松了宣传和管

理 , 由各家各户自行购药喷洒 , 农药的供应亦打破由供销社

统一购销的做法 , 销售渠道增多 , 购药方便 , 农户贮药分散 ,

这些是造成自服 、 误用增多的原因 [ 2] 。

中毒者的人群分布以 20 ～ 39岁为多 , 其中生产性中毒以

男性偏多 , 非生产性中毒则以女性更为突出 , 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0.01)。考虑该年龄组为主要劳动力 , 接触农药

机会多 , 加上为青壮年 , 自认为体质好 , 对中毒的重视不够。

至于非生产性中毒以女性为多 , 反映了农药在家庭的存放问

题应予以重视。

中毒的时间分布 , 生产性中毒均发生在夏秋季 , 非生产

性中毒则全年都有发生 , 无明显的季节性。由于夏秋季节病

虫害严重 , 施药量大 , 加上气温高 , 农药易挥发 , 施药者裸

露部位多 , 增大了药液的接触面积 , 吸收速度加快 , 吸收量

大 , 加大了中毒机会 , 这与国内报道相似 [ 3] 。因此 , 在高温

季节 , 合理调配施药时间及方法 , 禁止午间高温情况下施药 ,

是预防农药中毒的必要措施。

中毒的地区分布 , 总的病例数乡镇级 >县区级 >地市级 ,

而生产性中毒以县区级为多 , 这反映了农药中毒防治的重点

应是针对乡镇卫生院的中毒抢救技术培训和县区医院的农药

中毒防治规范管理工作。引起中毒的农药种类多属高 、 中毒

类农药 , 尤以有机磷农药为多 , 占 83.9%, 这与这些农药品

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量较大有关 [ 4] , 提示预防农药中毒仍以

防治有机磷中毒为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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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 曾经已获控制的重度苯中

毒近年来又在许多地区以群体性中毒形式频繁出现。典型事

件是 2002年发生在河北省高碑店白沟镇箱包制造业的苯中毒

事件 , 发生 12例苯中毒再生障碍性贫血 , 有 5人不治身亡。

为探讨有效的职业病防治对策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本研究对

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采用调查表法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一般情况 、 企业

对职业病的前期预防工作情况及在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

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工作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浓度的测定

根据 《工作 场所空 气中有 害物 质监测 的采 样规 范 》

(GBZ159— 2007)的要求采样 , 使用美国安捷伦公司生产的

6890型气相色谱仪 , 按照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乙苯和苯乙烯

的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法进行分析 , 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GBZ2.1— 2007)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调

查数据全部输入 Excel数据库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兰州市涉苯企业 325家 , 国有企业 7家 , 包

括印刷业 2家 、 机械制造 2家 、 家具制造 2家及涂料厂 1家;

集体性质企业 20家 , 包括汽车修理 9家 、 机械制造 5家 、 家

具制造 4家及涂料厂 2家;私营企业 298家 , 包括汽车修理

99家 、 制鞋业 83家 、 箱包制造 45家 、 印刷业 35家 、 机械制

造 18家 、 家具制造 12家及涂料厂 6家;企业构成以私营企

业为主 , 占企业总数的 91.69%。职工共 3 792人 (男性 2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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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占 76.77%;女性 881人 , 占 23.23%), 接触苯系物工人

1 951人 (男性 1 522人 , 占 78.01%;女 性 429 人 , 占

21.99%), 占职工总人数的 51.45%。

2.2　企业对职业病的前期预防工作情况

包括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 、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职业病防治的专项经费的

预算 4项内容。结果显示 , 在调查的 325家涉苯企业中进行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的有 35家 , 占 10.77%;进行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的仅 1家 , 占 0.31%;无一家有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及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 , 说明企业职业病防治前期预

防措施不到位。

2.3　企业在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工作

主要从企业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 企业的职业病防护设

施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 企业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 、 企

业的职业性健康体检情况及企业作业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

浓度的监测情况等 5个方面来反映。

2.3.1　企业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实施 《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的各项职业病防治措施的企业占 1.54% ～ 28.31%, 尤其

是有职业卫生机构及有职业病危害急救设备的企业均仅占

1.54%, 说明企业职业病防治未制度化 (表 1)。

表 1　企业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调查内容 企业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职业卫生机构 325 5 1.54

健康档案 325 78 24.00

职业卫生档案 325 69 21.23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制度 325 87 26.77

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制度 325 72 22.15

职业病防治计划实施方案 325 92 28.31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325 83 25.54

职业病危害急救设备 325 12 3.69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25 5 1.54

2.3.2　企业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采

取了防护措施的企业仅为 27.38%, 且部分防护措施不能满足

职业卫生的要求 ,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企业为 63.38%, 但很

多达不到防护要求 , 如口罩是普通的纱布口罩 , 手套是普通

的线手套 , 说明企业缺乏有效 、 足够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2.3.3　企业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　在作业场所中安置危害公

告栏 、 有警示标识的企业均为 24.92%, 安置高毒物品告示卡

的企业仅 10.15%, 说明企业职业病有害告知落实不到位。

2.3.4　企业的职业性健康体检情况　进行上岗前 、 在岗 、 离

岗时 的职业健康体 检的企业分别为 4.62%、 14.46%、

1.85%, 说明企业职业健康体检率低 , 尤其是离岗时体检率

极低。

2.3.5　作业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浓度监测情况　325家涉

苯企业作业场所共监测作业点 1 351个 , 未超过有害因素 STEL

标准值的 909个 , 占 67.28%, 说明企业作业场所空气中苯及

苯系物浓度监测合格率低。

3　讨论

3.1　强化企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本次调查结果说明兰州市涉苯企业职业卫生现状不容乐

观 , 主要表现为职业病防治前期预防措施不到位 , 劳动过程

中的防护与管理工作落实不好 , 说明企业对职业病防治重视

不够。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人 , 必须强化企业对职业病

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积极主动地做好职业病防治的前期

预防工作 , 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要将劳动过程

中的防护与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 将职业病防治措施制度化 ,

保证足够有效的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 落实好职业病危

害告知制度。体现 “以人为本” 的理念 , 加强上岗前健康体

检 , 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 , 做到防患于未然 , 定期进行在岗

职业健康体检 , 早期发现 、 早期诊断 、 早期治疗 , 将劳动者

的身体伤害降到最低 , 依法做好离岗时健康体检并将体检结

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 同时改善劳动者作业环境 , 切实保护劳

动者的健康权益。明白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与劳动者的健

康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利益 [ 1] , 把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纳入

良性轨道 [ 2] 。

3.2　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市的涉苯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 (91.69%), 劳动者大

多是农民工 , 文化水平低 , 对职业危害缺乏认识 , 很少得知

有关的职业病防护知识 , 更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为职业病的直接受害人 , 劳动者要积极通过各种方式 , 如

广播电视 、 书刊杂志 、 专业培训等方式获得职业卫生知识 ,

了解其权利和义务 , 从工作的各个环节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

培养良好的职业卫生习惯和自觉参与保护意识 , 这是预防职

业性危害的重要防线 [ 3] 。

3.3　加强职业卫生的监督力量

据调查 , 兰州市及其所属区县 9个卫生监督所均未设置

专职的职业卫生监督科 , 共有职业卫生监督员 19人 (专职 3

人 、 兼职 16人), 有职业卫生检测设备 10台 (主要为数字式

测尘仪 、 风速计 、 直读式干湿温度计等), 取证工具 5台 (主

要是普通照相机和普通摄像机), 2008年度 9个卫生监督所共

监督检测用人单位 70家 , 说明我市的职业卫生监督力量薄

弱。各级政府要对职业卫生监督给以足够重视 , 在执法监督

的人员及资金上给以支持 , 将 《职业病防治法》 的贯彻实施

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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