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护对象。本次体检中发现有听力损失观察对象 4名 , 检出

率为 7.0%, 低于我省同类行业听力损失检出率 19.2%[ 3] 。

有研究表明 , 高温 、 噪声有害因素会使大鼠血清心钠素

含量下降 , 心脏扩张素 、 血管紧张素Ⅱ增高 [ 4] 。这些指标的

变化表明 , 高温和噪声可能成为血压升高 、 心脏病变的潜在

危险因素。血压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 , 高温 、 噪声职业因

素均构成血压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 但二者的联合作用比单

独接触某一因素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更大 [ 5] 。本次健康检查

高血压检出率为 21.3%, 低于同类报道 26.05%[ 6] 。临床经

验提示一些低血压患者 , 进入中老年以后可能成为高血压患

者 , 而且转变后病情较重 , 难以控制。本次体检中发现有 16

名低血压患者 , 应当引起作业者和管理者的重视。同类文献

中对低血压的情况报道不多。低血压的出现很大成因还是受

环境因素的影响 , 与神经 、 激素的调节 , 血管壁弹力 , 顺应

性变化及个体差异有关。体检结果显示 , 心电图异常的检出

率 11.5%, 低于同类报道 17.04%[ 6]和 15.75%[ 7] 。许多报道

表明高温 、 噪声环境对心脏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 二者同时存

在更可能是心电图异常的成因之一。 ST段改变 、 传导阻滞是

心电图异常的主要表现 , 提示心脏可能出现代偿性肥厚 , 使

之供血与传导发生障碍。

肝胆异常人数为 89名 , 检出率为 16.1%, 其中脂肪肝病

人 38名 , 占肝功异常的 42.7%, 检出率为 6.6%。有调查显

示同类企业中脂肪肝的检出率为 11.8% [ 8] 。导致这些疾病发

生的因素很多 , 如食物摄入过量 、 不合理膳食 、 缺乏体育锻

炼 、 生活节奏加快 , 使机体经常处于紧张和疲劳的状态 , 这

些因素均可能成为病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 、 科技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 , 我国的电

力行业现状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其生产工艺技

术不断提高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的不断完善 , 直接接触危害因

素的工人越来越少 , 多为电脑监控 , 生产人员定期巡视 , 大

大降低了职业性疾病的发病率。自 2002年 5月 1日 《职业病

防治法》 颁布以来 , 电力行业在保护工人健康和防治职业危

害因素方面已有很大的转变。从本次热电厂健康体检结果的

情况看 , 职业因素与非职业因素均成为威胁电力职工身体健

康的主要因素 , 高血压 、 脂肪肝和心电图异常成为突出临床

表现 , 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 在加强职业危害因素防护

的同时 , 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 改正不良生活习惯 , 防

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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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接苯工人的职业性健康

体检报告进行分析 , 发现接苯工人体检率仅为 18.35%, 血象

异常高达 46.65%。在今后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中 , 应加强 《职

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 , 加大执法力度 , 督促企业定期对作业

工人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 , 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 切实保护

劳动者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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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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群体性中毒形式频繁出现。为更好

地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 本研究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职

业性健康体检现状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与内容

本次调查内容包括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的一般情况 、

工作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的浓度及接苯工人的职业性健康

体检情况。

1.2　方法

采用统一的调查表 , 收集我市 325家涉苯企业的一般情

况。接苯工人的职业性健康体检报告由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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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提供 , 根据 《职业性苯中毒诊断标准》 (GBZ68— 2008)

规定进行职业性苯中毒诊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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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的数据全部输入 Excel数据库。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兰州市涉苯企业 325家 (国有企业 7家 , 集

体性质企业 20家 , 私营企业 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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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76.7%;女性 881, 占 23.23%), 接触苯系物工人 1 951人

(男性1 522, 占 78.01%;女性 429, 占 21.99%), 占职工总

人数的 51.45%。涉及汽车修理 、 制鞋 、 箱包 、 印刷 、 机械制

造 、 家具制造及油漆等 7个行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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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作业点 1 351个 , 合格作业

点 909个 , 合格率 67.28%。

2.3　接苯工人职业性健康检查情况

2.3.1　临床表现　我市涉苯企业接苯工人 1 951人 , 受检人

数 358人 , 体检率 18.35%。临床表现主要有头昏 (7.09%)、

头痛 (5.41%)、 嗜睡 (2.36%)、 记忆力减退 (4.39%)、

多梦 (7.43%)、 乏力 (1.69%)、 鼻出血 (2.7%)及牙龈

出血 (3.04%)、 女性月经异常 (4.39%)。

2.3.2　血常规检查　在受检的 358人中 , 血常规异常者有

167人 (46.65%)、 白细胞减少者 36人 (10.06%)、 红细胞

升高者 104人 (29.05%)、 血小板降低者 14人 (3.91%)、

血红蛋白降低者 42人 (11.73%)。

2.4　诊断

根据 《职业性苯中毒诊断标准 》 (GBZ68— 2008), 在受

检的 358人中 , 被确定为苯中毒观察对象者 19人 (5.31%),

无确诊为急 、 慢性苯中毒的病例。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 , 我市涉苯工人主要出现白细胞减少 、血小板

降低等血象的异常及鼻出血 、牙龈出血、女性月经异常与头昏 、

头痛 、嗜睡 、记忆力减退 、多梦等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受损的临床

表现。这与有关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 1] 。本次研究还发现, 我市

涉苯企业职业性健康体检率为 18.35%,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 2];

血常规异常者 46.65%,明显高于一些地区 [ 3 , 4] , 说明我市接苯工

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主要表现为(1)职业卫生监

督力量薄弱。据调查 , 兰州市及其所属区县 9个卫生监督所均

未设置职业卫生监督科 ,共有职业卫生监督员 19人 , 有职业卫

生检测设备 10台 ,取证工具 5台 , 说明我市的职业卫生监督力量

薄弱 ,职业卫生监督工作覆盖率低。中小企业 , 尤其是私营企业

的监督可以说是个空白。(2)职业卫生服务力量薄弱。据调查 ,

兰州市及其所属区县 9个 CDC仅兰州市 CDC有专设的职业卫

生科 , 9个 CDC共有职业卫生技术人员 27人 ,仅兰州市 DCD取

得职业健康检查及职业病诊断的资质 , 职业卫生工作覆盖面窄 ,

很难有效开展职业卫生工作。 (3)企业对职业病防治重视不够。

我市的涉苯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91.69%),企业法人缺乏职业

卫生知识 ,职业卫生法律意识淡薄 , 多数企业 , 尤其是制鞋业大

都是家庭作坊 , 无专用厂房 , 生产场所十分拥挤 , 有毒作业点无

局部通风排毒设施 ,个别有电风扇仅用于防暑降温, 致使作业场

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浓度监测合格率(67.28%)明显低于其他

地区 [ 2] , 长期工作在苯浓度超标的环境中会损害工人健康。 为

更好地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 在今后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中 ,要加

强我市的职业卫生监督及服务力量 , 同时, 强化企业的职业病防

治意识 ,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改善作业环境条件, 依法将职业

性健康体检落到实处 ,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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