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3 体检异常率与工龄的关系

上岗前体检组及各工龄组体检异常率分别为 56. 86%、
37. 72%、47. 31%、52. 95%、65. 38%，在岗工人体检异常率

随着工龄增加而显著升高，上岗前检查组体检异常率较高。
详见表 3。

表 3 体检异常率在工龄组(年)间的差异 例

工龄(年) 定期随访 建议复查 其他健康损害 缺项 职业禁忌证

0(上岗前) 1 32 284 0 2

1 ～ 9 0 3 246 8 3

10 ～ 19 6 10 389 10 0

20 ～ 30 1 13 280 8 2

＞ 30 1 4 113 1 1

2. 4 体检异常率与年龄的关系

各 年 龄 组 体 检 异 常 率 分 别 为 31. 42%、 44. 33%、
51. 66%、62. 79%，各年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

随着年龄的增加，体检异常率增加。见表 4。
表 4 体检异常率在年龄组(岁)间的差异 例

年龄(岁) 定期随访 建议复查 其他健康损害 缺项 职业禁忌证

＜ 30 0 7 128 3 2

30 ～ 39 1 11 279 4 2

40 ～ 50 7 33 566 15 2

＞ 50 1 14 361 5 2

2. 5 各职业危害因素对体检异常率影响

该企业是大型的化工企业，产品多元，工人接触的职业

危害因素较为复杂，调查结果显示，主要危害因素是氯乙烯、
氯气和化学粉尘，以暴露的职业性危害因素分组体检结果异

常率为二氯乙烷 48. 91%，粉尘 57. 42%，氯气 51. 00%，氯

乙 烯 44. 36%， 噪 声 56. 81%， 四 氯 化 碳 36. 43%， 高 温

53. 23%，酸碱 41. 27%，其他 37. 50%。
3 讨论

该大型化工企业主要生产氯碱相关化工产品，存在氯乙

烯、氯气和化工粉尘等职业危害。由于在岗工人接触的职业

危害因素较为复杂，其健康损害特征也较为复杂，本次结果

主要有以下特征: (1) 上岗前健康检查异常率高于 1 ～ 9 年、
10 ～ 19 年、20 ～ 29 年 3 个 工 龄 组， 分 别 为 56. 86%、
37. 72%、47. 31%、52. 95% ; (2) 男性在岗工人体检异常率

高于女性，女性为 38. 22%，男性为 52. 34% ; (3) 在岗工人

工龄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在岗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工人队

列较为稳定，体检异常率随着在岗工人年龄和工龄的增加而

增加。
结合对该企业日常健康防护措施的了解和分析，该企业

健康防护措施落实较好，预防性健康体检对职业相关疾病、
职业禁忌证、年龄等相关高危因素进行了有效筛选，大大降

低了录入在岗职工的健康损害风险。
女性在岗工人体检异常率显著低于男性在岗工人，一方

面说明该企业在保护女职工健康和权益方面的措施具有良好

的成效，另一方面也提示性别是在岗职工体检异常率的一个

危害因素之一。进一步设想，在岗工人的个人生活习惯可能

对本次研究的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本

次研究还发现，体检异常率在工龄和年龄不同组别间存在差

异，而在各职业危害因素间差异不显著，因此对影响在岗工

人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开展深入研究，针对职业相关疾病的

高危因素进行更为有效的健康防护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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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 212 家企业职业健康现状分析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in 212 enterprises in Huangsh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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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市范围内筛选出 212 家存在职业危害的企业

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以了解我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情况、
人群分布及主要职业病特点，为我市职业病防治政策的制订

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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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作为一个矿冶历史悠久的老工业城市，经过不断的

建设和发展，现已形成了冶金、建材、纺织等 14 个产业为主

导的新的经济格局。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及其各种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使得职业性有害因素日益增

多
［1］。为了摸清我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情况、人群分布及职

业病特点，对我市的职业健康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以“职业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为依据，在全市范围内筛

选出存在职业危害的企业，对其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

容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职业

危害人群分布、职业健康检查情况等。
2 结果

2. 1 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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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到企业填表 212 份，涉及行业主要包括黑色金属矿

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非金属矿采选、纺织、家具制造、

印刷、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等。不

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见表 1。

表 1 辖区内不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

企业

规模
企业数

从业

人数

生产

工人数

接害情况 女工接害情况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大型 7 14820 12392 4114 27. 76 559 13. 59

中型 31 13299 10445 1305 9. 81 439 33. 64

小型 174 9361 6362 1658 17. 71 200 12. 06

合计 212 37480 29199 7077 18. 88 1198 16. 93

注: 接害比例 = ( 接害人数 /从业人数) × 100% ，女工接害比例 =

(女工接害人数 /接害人数) × 100%。

2. 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我市重点行业职业危害因素主要是粉尘，特别是矽尘，

集中于黑色金属矿采选和有色金属矿采选; 化学毒物类集中

于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物理因素主要是噪声，集

中于黑色金属矿采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等。详见表 2。

表 2 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人

行业

粉尘 毒物 物理

煤尘 矽尘 其他
苯及化

合物
其他 噪声 其他

黑色金属矿采选 0 2820 98 0 178 356 8

有色金属矿采选 0 383 0 0 68 10 0

非金属矿采选 0 0 278 0 10 0 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0 126 8 0 252 4 17

其他采矿 0 0 429 0 0 0 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266 0 0 0 22 266 11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0 0 0 50 12 30 0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0 0 0 83 0 19 0

合计 266 3329 813 133 542 685 140

2. 3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2010—2012 年岗前、在岗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情况见表 3。

表 3 不同年度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年度

岗前 在岗 离岗

应检

人数

实检

人数

检查

率(% )

应检

人数

实检

人数

检查

率(% )

应检

人数

实检

人数

检查

率(% )

2010 641 627 97. 82 2715 2656 97. 83 13 11 84. 62

2011 707 702 99. 29 3316 3213 96. 89 20 20 100. 00

2012 1033 1021 98. 84 7077 3984 56. 30 17 17 100. 00

2. 4 职业卫生管理现状情况

212 家 企 业 中，制 定 专 门 职 业 卫 生 责 任 制 的 164 家

(77. 18% )，全部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31 家 (14. 69% )，

部分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35 家 (16. 54% ); 全部开展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30 家 (13. 96% )，部分开展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36 家 (16. 91% ); 设置或指定有职业卫

生管理部门的 110 家 (51. 72% ); 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的 164 家 (77. 24% ); 制定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

的 137 家 (64. 74% ); 操作规程中含职业卫生内容的 157 家

(73. 84% ); 制定 职 业 病 危 害 事 故 应 急 救 援 预 案 的 154 家

(72. 73% ); 制 定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制 度 并 实 施 的 165 家

(77. 64% )，建 立 职 业 病 防 护 措 施 管 理 制 度 的 169 家

(79. 71% ); 制定 个 人 防 护 用 品 发 放 和 使 用 制 度 的 189 家

(89. 13% ); 存在或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设置警示标识

的 160 家 (75. 36% ); 劳动合同中有职业病告知内容的 141
家 (66. 66% )。
3 讨论

据我市 212 家企业调查分析显示，不同规模企业的实际

从业人数为37 480人，各类职业危害的接害人数为7 077人，

接害比例为 18. 88%。其中大、中、小型企业职业危害接触比

例分别为 27. 76%、9. 81%、17. 71%。说明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企业以大型企业为主，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

职业病危害也不容忽视。来自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小企业

劳动者因为职业原因导致的各种疾病的患病率和发病率远远

高于大中型企业
［2］。而我国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也是中小企

业
［3］。从全局看，我市职业病危害正经历着从大中型企业向

中小型企业转移的趋势。部分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往往只看

重经济利益，而职业病危害的防范意识不强，职业病防治法

律、法规观念淡薄，职业安全监管力度有必要且必须进一步

加强。

我国目前的职业危害因素以粉尘为主，尘肺病占全部职

业病的 71%［4］。本次调查显示，粉尘接害人数占接害总人数

的 74. 86%，说明调查企业主要职业危害因素为粉尘，这与我

国整体情况基本一致。从行业分析，粉尘危害较重的企业主

要见于矿采选业。因此，应根据不同行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特

点，重点加强职业 病 高 发 行 业、企 业、人 群 的 职 业 卫 生 监

管
［5］。

从 2010—2012 年岗前、在岗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可

以看出，2012 年度接触职业危害总人数为7077人，而在岗期

间实际体检人数为3984人，只占 56. 30%，企业职业健康体检

率较低。一些中小企业对“健康检查”与“职业健康检查”

概念不清，委托未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机构承担体

检，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节省经费或应付检查，只给部分接触

职业危害的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因此，应加大对职业健

康监护的监管力度，并不断提高职业健康监护的覆盖面，从

而确保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
我国无论从职业病危害接触人数、职业病新发病例数、

累计病例数，还是死亡病例数均居世界首位
［6，7］，且职业危害

因素分布广，危害人数大，经济损失严重，企业职业健康教

育与促进工作成为当务之急。有必要加大《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力度，加强监管，从源头上杜绝或减低职业病危害，

加强全民职业健康意识，提高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思想认

识，以使我市的职业健康促进及职业病防治工作上到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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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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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 10 家汽车 4S 店职业卫生现状调查
Occupational health present situation of 10 automobile “Four S”stores in Nanchang city

彭维霞，郏慧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江西 南昌 330003)

摘要: 随机抽取南昌市 10 家汽车 4S 店，对企业的职业

卫生现状进行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南昌市汽车 4S 店职业卫

生的高危影响因素包括乙苯、甲苯、电焊尘、粉尘、高温、
噪声、电焊弧光等，针对职业卫生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建议

企业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定期做好职工职业健康体检和

职业危害因素监测。
关键词: 汽车 4S 店; 职业卫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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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4S 店在对汽车进行维修、保养过程中，主要的工艺

流程包括打磨、焊接、喷漆等，对于员工的职业健康有较大

影响
［1］。本文针对南昌市 10 家有代表性的汽车 4S 店职业卫

生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职业卫生工作的管理对策及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在对南昌市所有汽车 4S 店开展摸底调查的基础上，根据

不同的维修规模进行分类，并随机抽取了有代表性的 10 家汽

车 4S 店进行重点调查。
1. 2 方法

针对所调查的 10 家 4S 店的维修、保养工艺流程中产生

有毒有害气体、粉尘、噪声、高温等岗位进行了全面监测，

并充分结合当天维修、保养车辆的数量以及不同岗位的工作

时间、工作强度等，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监测点。在深入了解、
掌握汽车 4S 店所选择的油漆、清洁剂以及固化剂等化学用品

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工艺流程中的稀释、调漆等岗位

100 个监测点进行取样检测，包括苯、二甲苯、乙酸丁酯、乙苯等

化学物质的分析检测;同时还对打磨、气割、电焊等 34 个监测

点进行砂轮磨尘、电焊烟尘的检测;对烘漆工艺岗位 20 个监测

点进行了高温检测;对干磨、抛光等噪声较大的岗位进行了噪

声强度检测;对 2 个电焊岗位进行了电焊弧光的检测。
按照《工 作 场 所 空 气 中 有 害 物 质 监 测 的 采 样 规 范》

(GBZ159—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测定方法》
(GBZ /T160—2004) 进行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10 家汽车 4S 店员工总人数 642 人，其中接触职业病有毒

有害的员工 100 人 (占员工人数的 15. 6% )，工作岗位主要集

中在调漆、喷漆等工种，负责调漆、刮腻子、打磨、添加稀

释剂、喷漆以及烤漆等工作。
2. 2 现场劳动卫生状况

汽车 4S 店售后维修、保养服务通常包括清洗、维护发动

机，汽车外形维护，汽车电路修复等工作。汽车外形修复主

要工艺为钣金、电焊、喷漆、烘漆、打磨等，存在的主要职

业危害有乙苯、甲苯、电焊尘、粉尘、高温、噪声、电弧等。
在所调查的 10 家汽车 4S 店中，平均每天用于汽车外形修复

的时间达到 3 ～ 4 h，其他工种平均每周累计时间为 2 ～ 3 h，

工作强度一般。
2. 3 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监测结果

对有代表性的工艺流程中的稀释、调漆等岗位 100 个监

测点进行取样检测，苯浓度检测结果 0 ～ 11. 0 mg /m3，超标点

4 个，合格率 96% ; 对打磨、气割、电焊等 34 个监测点砂轮

磨尘、电焊烟 尘 和 呼 吸 性 粉 尘 检 测，超 标 点 5 个，合 格 率

85. 29% ; 干磨、抛光等 60 个噪声危害较严重岗位检测结果

显示，超标点 20 个，合格率 66. 67%。检测结果表明作业场

所空气中的甲苯、苯以及粉尘有所超标，噪声危害较为严重，

这对员工的职业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危害。
2. 4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10 家汽车 4S 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实施率达到 90% 以

上，均建立了相应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制度，职业病防治

知识培训制度等比较健全，但是大部分对于卫生管理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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