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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昆山市 2010年 150家重点监管企业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进行分析。 150家重点监管企业主要分

布于电子 、 建材 、 机械等行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主

要为苯系物 、 乙酸乙酯 、 二甲基甲酰胺 、 正己烷 、 粉尘 、 噪

声。不同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电子 92.16%, 皮

革 94.59%, 机械 59.46%;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

苯 100%, 甲苯 87.5%, 二甲苯 94.97%, 乙酸乙酯 88.89%,

二甲基甲酰胺 92.59%, 正己烷 100%, 其他粉尘 88.16%,

矽尘 56.25%, 噪声 60.71%。提示 150家企业职业病危害因

素以有机溶剂和噪声 、 粉尘为主 , 其中甲苯 、 噪声 、 粉尘控

制效果最差 , 作业场所监测合格率低。用人单位应加强上述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治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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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是职业卫生工作中一

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 监测结果是评价和认定有害作业场所

是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规定的依据 [ 1] 。随着我市经济建设

的快速发展 , 为了解我市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及

危害程度 , 为有关部门治理职业病危害 、 控制职业病发生提

供科学依据 , 现就 2010年辖区内 150家重点监管企业作业场

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以 2010年昆山市 150家重点监管企业为研究对象。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

2004)的规定 , 对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 产生和存在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工作场所进行设点监测。检验方法 、 评价依据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2.1— 2007)和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Z2.2— 2007)。所有监测检验仪器设备

均经计量部门校准和鉴定。将监测结果进行分析 , 采用 Excel

系统录入并整理数据建立数据库 , 用 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重点监管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 而且大部分为非公有

制经济。行业分布:电子企业 56家 (37.33%)、 建材行业 7

家 (4.67%)、 机械行业 27 家 (18%)、 木质家具 20 家

(13.33%)、 皮革行业 6 家 (4%)、 箱包鞋帽行业 5 家

(3.33%)、 电 镀行业 2 家 (1.33%)、 其他 企业 27 家

(18%)。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乙酸乙酯 、 二甲基甲酰胺 、 正己烷 、 粉尘 、 噪声等。

2.2　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150家有毒有害企业 , 检测作业点 1 142个 , 其中化学毒

物所占比例最高 , 为 58.49%;其次为噪声和粉尘 , 分别为

29.94%和 11.57%。化学毒物中甲苯超标率最高 , 其最高检

测浓度为 391.4 mg/m3 , 其次为乙酸乙酯 , 最高检测浓度为

248mg/m3。粉尘中木粉尘和滑石粉尘超标率均为 100%。噪

声超标率为 39.29%。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2。

表 1　150家企业主要化学毒物检测结果

职业病

危害因素

测试点

(个)

超标点

(个)

检测结果

(mg/m3)

PC-TWA

(mg/m3)

PC-STEL

(mg/m3)

超限

倍数

超标率

(%)

苯 136 0 0 ～ 1.80 6 10 — 0

甲苯 160 20 0 ～ 391.40 50 100 — 12.50

二甲苯 139 7 0 ～ 781.50 50 100 — 5.04

乙酸乙酯 18 2 0 ～ 248 200 300 — 11.11

二甲基甲酰胺 27 2 0 ～ 166.20 20 — 2 7.41

正己烷 66 0 0 ～ 59.20 100 180 — 0

表 2　150家企业粉尘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测试点 (个) 超标点 (个)超标率 (%)

木粉尘 18 18 100

矽尘(10%≤游离

SiO2 ,含量≤ 50%)
16 7 43.75

电焊烟尘 7 0 0

滑石粉尘 3 3 100

其他粉尘 76 9 11.84

噪声　　 336 132 39.29

2.3　不同行业职业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表 3显示 , 电子行业超标率最低为 7.84%, 机械行业超

标率最高为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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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行业超标率比较

行业名称 测试点 (个) 超标点 (个) 超标率 (%)

电子 536 42 7.84

建材 35 9 25.71

机械 185 75 40.54

木质家具 110 44 40.00

皮革 37 2 5.41

箱包鞋帽 33 4 12.12

电镀 14 4 28.57

其他 201 38 18.91

3　讨论

近几年来 , 正己烷和三氯乙烯在我市已明确为 “高毒物

品” , 严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本次检测结果也表明 , 大

部分企业正己烷为未检出 , 少数使用正己烷的企业检测值也

比较低 , 超标率为 0。另外 , 检测结果显示苯无超标 , 说明苯

的危害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 现在使用的有机溶剂中苯已经受

到了限制 , 使用了甲苯和二甲苯来替代 , 故其超标率分别为

12.5%和 5.03%,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甲基甲酰胺 (DMF)属亲肝毒物 , 可引起肝实质细胞

损害 , 肝细胞质和细胞坏死 [ 2] 。合成革生产中制浆 、 涂头工

序是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点 , 必须进行工艺改革 , 用自动

化 、 密闭化生产代替直接手工操作 , 在源头上控制 DMF的挥

发和作业工人皮肤接触;局部应加强科学合理的通风;加强

个人防护 , 如佩戴防毒口罩 、 防护手套等。

生产性粉尘是危害严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对 150

家重点企业的检测结果显示 , 木粉尘 、 滑石粉尘超标率为

100%。粉尘高浓度点主要存在于木质家具 、 建材生产企业的

抛光 、 裁板 、 固料粉碎 、 投料和包装等工位。 这些岗位生产

工艺难以改进 , 只能人工操作 , 且操作人员近距离的接触 ,

危害不容忽视。可以通过设置通风除尘和净化系统 , 来保证

工作场所粉尘浓度符合标准限值 , 降低粉尘的危害。

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 生产性噪声已成为严重危害

职业健康的因素。检测资料分析表明 , 职业病危害因素中生

产性噪声检测合格率最低。原因与噪声主要分布在机械行业

有关。通常机械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都在 85 dB(A)

以上 , 如冲压 、 压铸 、 打磨 、 喷砂等工艺 , 而且生产工艺方

面难以改进 , 随着设备使用年限的延长 , 机器逐步老化 , 所

产生的噪声也会随之增加 [ 3] 。可以通过选用低噪声工艺及设

备 、 合理布置 、 隔声 、 消声等降噪措施减少噪声危害。 在尚

不具备噪声治理条件时 , 应加强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橡胶

或软塑料制成的耳塞是保护听觉器官的有效措施 , 其隔声效

果可达 20 ～ 35 dB(A)[ 4] 。

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行业分布来看 , 机械与木质家具行

业超标严重 , 机械行业超标主要以噪声为主 , 木质家具超标

主要以木粉尘为主。电子行业超标率较低 , 主要因为电子工

业作业环境要求更洁净和安全 , 但是有可能在某一岗位数百

种化学物质集中使用 , 因此电子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

制也不容忽视。

建议疾控机构及监督部门加强对企业业主和企业员工的

职业病防治宣传培训 , 落实企业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 各

监管部门应相互配合 , 加强监督检查 , 提高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监测和防制 , 着重加强对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管 , 并

制定综合职业病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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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009年 10月— 2010年 2月的急诊手外伤患者

损伤资料进行分析。分为 <45岁 、 45 ～ 60岁及 >60岁 3组。

损伤原因按 ICD-10进行分类。机器事故造成的损伤最常见 ,

占损伤人数的 48.9%, 男性多于女性 。每天以 10:00 ～ 12:

00, 14:00～ 16:00为高发时段。每例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为 11.18d, 直接医疗费用为 10 383元。 分析显示 , 苏州地区

手外伤以外来打工者居多 , 发病率较高 , 应加强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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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属于意外伤害的一种 , 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 ,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工农业生产机械

的应用日益广泛 , 手外伤也日益成为一种多发外伤 , 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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