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排除企业变更或重组以及企业选择其他省内具有职业

性健康体检资质机构的可能后 , 主要原因仍是企业对职工的

健康监护不够重视。

3.3　随着我省职业卫生工作的发展 , 具有职业性健康体检和

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机构逐年增多 , 通过分析我中心 24年接诊

接尘作业体检企业情况 , 为进一步开展辖区内企业健康监护

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3.4　目前尘肺病只能通过降低作业环境粉尘浓度 、 加强防护

和健康监护等措施进行预防。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 2007)规定尘肺患者每 1 ～ 2年进行一次医学检查。

近年尘肺病群体事件的发生 , 企业为尘肺病人付出巨大的经

济代价。因此 , 企业作为责任主体 , 应积极申报粉尘危害因

素 , 改善劳动条件 , 加强对接尘作业人员定期的健康监护和

尘肺病人复查工作。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和培训以提高

接尘企业员工职业病防治意识 , 卫生部门应建立健全技术服

务机构以保证职业病防治工作有序开展 , 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

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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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顺义区 29家印刷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现况调

查 , 企业普遍缺乏职业病防护设备和设施 , 作业场所有毒物

质以苯为主 , 噪声超标现象普遍 , 点超标率为 40.32%;四色

及以上印刷工序较单色及双色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毒物质危害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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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顺义区印刷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 , 不断增强劳动

者法律意识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 我们于

2010年 3月— 12月对该区部分印刷企业进行了职业卫生现状

调查 , 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调查内容

企业职业卫生基本状况 , 生产使用的原 、 辅材料 , 工艺

流程 ,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及检

测点的确定等。

1.2　检测方法

本次调查印刷企业涉及的有害因素主要为苯 、 甲苯 、 二

甲苯 、 乙苯 、 环己烷 、 环己酮 、 丙酮 、 乙酸乙酯 、 乙酸丙酯 、

溶剂汽油和噪声等。 样品采集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芳香烃类

化合物》 、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混合烃类化合物 》、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饱和脂肪族酯类化合物 》、 《工

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脂环酮和芳香族酮类化合物》、 《工

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脂环烃类化合物》、 《工作场所空气

有毒物质测定脂肪族酮类化合物 》 和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

定第 8部分　噪声》。

1.3　统计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13.0软件 , 计算频率指标;单色及双

色印刷与四色以上印刷工序检测结果 , 进行两样本t检验 , 将

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2　结果

2.1　企业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印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3家 , 国有企业 3家 ,

有限责任公司 7家 , 集体企业 3家 , 私营企业 13家。单色印

刷企业 5家 , 双色及以上 24家。柔印和凹印 1家 , 余 28家均

为胶印。 1家企业从事塑料印刷 , 1家企业为体育用品印刷 ,

其他 27家为书刊印刷和纸张印刷。

2.2　职业病危害防护和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印刷和装订等岗位的职业病危害 , 调

查印刷机的通风排毒设备设施 , 车间采取的通风排毒措施和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 10家企业印刷机配备了通风排毒

设备 , 且车间设有机械排风设施。 1家企业为工人提供防毒口

罩 , 3家企业为工人配备防噪声耳塞 , 另有 2家企业为工人提

供防尘口罩。

2.3　有毒物质检测

对印刷工序进行检测 , 主要存在的有毒物质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乙苯 、 环己烷 、 环己酮 、 丙酮 、 乙酸乙酯 、 乙酸丙

酯和溶剂汽油等。本次共检测样品 780个 , 合格样品 767个 ,

合格率 98.33%。见表 1。

2.4　单色及双色印刷与四色以上印刷工序检测结果对比

四色以上印刷工序产生有毒物质苯 、 丙酮 、 环己烷 、 甲

苯 、 溶剂汽油和乙酸乙酯的浓度高于单色及双色印刷工序。

结果见表 2。

2.5　噪声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的作业岗位主要为印刷和折页岗位 , 噪声强度

为 75.0 ～ 90.0 dB(A), 检测作业岗位 62个 , 超标作业岗位

25个 , 点超标率为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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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印刷企业有毒物质检测结果

有毒物质 样品数
STEL范围

(mg/m3)
合格样品数

合格率

(%)

苯 160 0.01～ 59.96 147 91.88

丙酮 52 0.03～ 9.62 52 100.00

二甲苯 80 0.04～ 21.73 80 100.00

环己烷 44 0.07～ 44.99 44 100.00

甲苯 156 0.02～ 6.36 156 100.00

环己酮 12 0.12～ 0.69 12 100.00

溶剂汽油 128 0.01～ 77.21 128 100.00

乙苯 4 0.03～ 0.30 4 100.00

乙酸丙酯 20 0.24～ 58.64 20 100.00

乙酸乙酯 124 0.05～ 115.79 124 100.00

合计 780 767 98.33

表 2　印刷企业不同工序有毒物质检测对比 (x±s)

检测项目
单色及双色

印刷

四色及以上

印刷
F值 P值 t值 P值

苯 -2.15±1.31 0.18±2.05 14.24 <0.05-8.64<0.05

丙酮 -1.53±1.50 -0.36±1.72 0.33 >0.05-2.50<0.05

二甲苯 -2.25±0.88 -1.64±1.95 14.66 <0.05-1.94>0.05

环己烷 -0.69±2.31 0.62±1.07 12.10 <0.05-2.56<0.05

甲苯 -1.35±1.37 -0.86±1.43 0.15 >0.05-2.19<0.05

溶剂汽油 -1.14±2.00 -0.36±2.76 9.21 <0.05-3.46<0.05

乙酸乙酯 -1.68±1.34 0.03±2.60 36.90 <0.05-4.82<0.05

2.6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29家印刷企业仅有 7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占 24.38%。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共 193人 , 接触苯系物作业的有 76人血液

分析异常 , 11人白细胞不同程度降低;接触噪声作业 98人 ,

有 47人高频听阈提高。 193人中 , B超异常 85人 , 血压异常

26人 , 心电图异常 22人 , 尿常规异常 32人。

3　讨论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为纸张印刷企业 , 因其工艺过程较简

单 , 故本次调查仅反映纸张印刷企业的职业病危害现状 [ 1] 。

通过调查发现 , 29家印刷企业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主

要为印刷和装订岗位 , 印刷岗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油墨 、 清

洗剂和添加剂等产生的苯 、 甲苯 、 二甲苯等有机溶剂是印刷

行业的主要危害因素;印刷四色及以上工序岗位因车间环境

相对密闭 、 通风排毒设备设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且生产过程

中使用较多添加剂等因素 , 有毒物质高于单色及双色印刷岗

位。 29家企业仅有 10家企业印刷机配备通风排毒设备 , 车间

设有机械排风设施;仅 1家企业工人佩戴防毒口罩 , 3家企业

为工人配备防噪声耳塞 , 另有 2家企业为工人配备防尘口罩;

反映出企业对职业病危害防护的漠视和对防护知识认知上的

缺乏 [ 1] 。

调查显示 , 印刷企业印刷工序和装订工序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仍较严重 , 应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 保证劳动者身体

健康。本次检测的印刷企业主要为委托我单位进行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的企业 , 未能对全区印刷企业进

行全面调查 , 其检测与体检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 , 对印刷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

如下建议。 (1)采用有利于防治职业病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材料 , 逐步替代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技术 、

工艺 、 材料 , 目前美国已将世界最先进的无毒油墨应用于印

刷业 [ 2] 。 (2)有毒物质超标的作业场所 , 应改善通风排毒设

备设施;噪声超标的作业场所 , 应对生产设备采取降噪和减

振措施。 (3)监督印刷行业加强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

配置和使用 , 保障作业工人的健康 [ 1] , 制定以呼吸保护计划

为重点的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计划;为劳动者选择并提

供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 所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应符合防

治职业病的要求。 (4)企业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

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组织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掌握劳

动者健康资料。 (5)加强对印刷企业领导层和劳动者职业卫

生法律法规的培训 ,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等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 不断提高领导和员工对职业病危害的

认知能力。 (6)加大对印刷行业职业病防治的监管力度 , 尤

其涉及四色以上印刷和装订的作业岗位应重点管理。监督 、

指导印刷行业加强作业环境治理 , 改善工作环境 , 降低职业

病危害 , 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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