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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船舶修理企业连续 2 年职业健康监护状况分析
Statu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for consecutive two years of a ship-repair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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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某船舶修理企业 2012—2013 年连续 2 年间职

业健康监护情况，结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探讨该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毒接害作业人员和特

殊作业人员健康情况，为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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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某船舶修理企业 2012—2013 年度在岗工人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接触粉尘、噪声、锰及其无机化合物、铅及其无机化合

物、氧化锌作业人员，以及高处作业、电工作业、职业机动

车驾驶人员。
1. 2 方法

1. 2. 1 职业卫生资料收集 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卫生现场调

查，了解企业生产规模、工艺流程、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

类、卫生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使用和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等信息。查阅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资料，了解

历年各类危害因素的水平。
1. 2. 2 职业 健 康 检 查 依 据 《职 业 健 康 监 护 技 术 规 范》
( GBZ188—2007) 确定检查项目，按照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检

查协议，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对接触噪声劳动者进行纯音听

阈测试前要求脱离噪声环境 48 h，难以达到 48 h 的至少要求

达到 12 h 以上，对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或语频听阈 ＞
25 dB 者脱离噪声环境 48 h 后复查。纯音听阈测试所用设备

均检定符合测试要求。测试方法按照《声学 测听方法 纯

音气导和骨导听阈基本测听法》 ( GB/T16403—1996) 执行，

测试人员均经专业培训。纯音听阈测试结果进行年龄、性别

校正。噪声作业职业禁忌证的确定除采用 GBZ188—2007 标准

外，还包括以下 3 种结果: ( 1) 除噪声外各种原因引起的永

久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 2) 任一耳传导性耳聋，平均语

频听力损失≥41dB; ( 3)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伴耳鸣。
高仟伏 X 射线摄片按照《尘肺病诊断标准》 ( GBZ70—2009)

进行。
2 结果

2. 1 企业现况

该企业为辖区内大型企业，主要从事船舶及海洋钻井平

台修理，年修理量 100 余艘。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操作工

序有下料、焊接、打磨、涂装 ( 该工序已外包给第三方) 。根

据该企业 2011 年职业病危害检测与评价报告，主检人员到工

作现场对作业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甄别、确认。工作

场所存在的主要危害因素有粉尘 ( 电焊烟尘、砂轮磨尘) 、噪

声、锰及其无机化合物、铅及其无机化合物、氧化锌等。工

作场所主要在船舱，少部分为地面作业，大部分岗位同时属

高处作业。机电、涂装车间配备有送风、抽风、除尘设备，

船舱内无卫生防护设施。接毒接害作业人员均配备有个人防

护用具，包括防尘口罩、防噪声耳塞、防滑工鞋、安全帽、
眼罩。
2. 2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

自 2007 年起企业开始建立职业安全管理体系，定期对工

作场所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培训、配置

个人防护用具。新员工入职前均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员工每年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根据该企业 2011 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报告，工

作场所锰及其无机化合物、粉尘、噪声合格率分别为 88%、
67%、45%。电焊烟尘浓度最高达 12. 0 mg /m3，锰及其无机

化合物浓度最高达 3. 15 mg /m3。打磨工位噪声强度为 85. 8 ～
98. 8 dB ( A) ，电焊工位噪声强度为 80. 2 ～ 94. 0 dB ( A) 。
2. 3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2. 3. 1 总体情况 2012 年年底该企业共有员工2339人，其

中接触有毒有害因素作业人员1803 人，特殊作业人员1632人。
2012 年度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1752人 ( 其中女性 9 人) ，平

均年龄 ( 34. 0 ± 8. 9 ) 岁，平均工龄 ( 5. 7 ± 3. 7 ) 年。2013
年有部分员工外派，未参与公司组织的年度职业健康检查，

共检查1149人 ( 女性 5 人) ，平均年龄 ( 35. 3 ± 8. 9 ) 岁，平

均工龄 ( 6. 5 ± 3. 5 ) 年。有1132人 连 续 2 年 参 加 职 业 健 康

检查。
2. 3. 2 年度检查人数及目标疾病检出情况 2012 年检查粉

尘作业人员 645 人，2013 年检查 557 人，检出粉尘职业禁忌

证 2 例，分别为支气管哮喘和器质性心脏病。2012 年度检查

噪声作业人员 752 人，检出疑似职业性噪声聋 1 例，职业禁

忌证 16 例，其中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伴耳鸣者 6 例，

传导性耳聋单耳平均语频听阈≥41 dB 者 4 例，非噪声所致感

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6 例。2013 年度检查噪声作业人员 458 人，

检出疑似职业性噪声聋 1 例，职业禁忌证 7 例，其中双耳高

频平均听阈 40 dB 伴耳鸣者 3 例，传导性耳聋单耳平均语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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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41 dB 者 2 例，非噪声所致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2 例。具

体检出结果见表 1。

表 1 2012—2013 年职业健康检查人数与目标疾病检出情况

危害因素 /

特殊作业
年度

应检

人数

实检

人数

检查率

( % )

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

例数 % 例数 %

粉尘
2012 660 645 97. 7 0 0 0 0

2013 575 557 96. 9 0 0 2 0. 4

噪声
2012 784 752 95. 9 1 0. 1 16 2. 1

2013 489 458 93. 7 1 0. 2 7 1. 5

铅、锰、
氧化锌

2012 324 316 97. 5 0 0 0 0

2013 240 234 97. 5 0 0 0 0

高处作业
2012 1514 1448 95. 6 — — 3 0. 2

2013 1076 1023 95. 1 — — 0 0

电工作业
2012 126 121 96. 0 — — 1 0. 8

2013 113 110 97. 3 — — 0 0

职业机动
车驾驶

2012 116 110 94. 8 — — 1 0. 9

2013 0 0 — — — — —

2. 3. 3 其他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异常检出情况 在接触粉尘作

业人员中，高仟伏胸片检查发现肺纹理增多有尘肺样改变列

入观察对象者 8 例 ( 1. 1%，8 /707) ; 接触噪声作业人员中，

纯音听阈测试发现单纯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者 49 例

( 6. 2%，49 /785)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伴语频听阈提

高者 19 例 ( 2. 4%，19 /785) ，其他非噪声所致的语频听阈提

高 ( 语频听阈损失超过高频听阈损失、传导性听力损失及其

他非噪声原因所致者) 45 例 ( 5. 7%，45 /785 ) ; 心电图检查

中，双束支或分支阻滞、频发早搏或阵发性心动过速者 7 例

( 0. 4%，7 /1851，血 压 水 平≥2 级 高 血 压 者 3 例 ( 0. 2%，

3 /1851) 。
2. 3. 4 噪声作业人员听力检查结果分析 对 2012—2013 年

度听力检查结果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 参加 2 年体检者以

2013 年结果进行统计) ，发现不同工龄、年龄组间听力异常

率存在差异，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 讨论

船舶修理具有劳动密集、工序种类多等特点。在钢材下

料、焊接、打磨、喷涂等作业过程中均会接触到有毒有害因

素，如粉尘、噪声、锰、铅、氧化锌等，许多操作在狭小甚

至密闭的空间内进行，工作场所通风不良，作业中产生的有

害物质不能及时消散。作业人员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作业，

易遭受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侵袭。

结合企业工作场所噪声水平，从连续 2 年的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噪声作业人员中高频听力损失 ( 包括双

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伴或不伴语频听阈提高) 人员所占

比例在工龄 ＞ 10 年、年龄 ＞ 35 岁的组中占较高比例，符合噪

声导致的听力损失特点。检出的 2 例疑似职业性噪声聋其工

龄均在 5 年以上，提示应加强作业人员噪声防护，以延缓听

力损失进展。

表 2 2012 年度不同工龄、年龄噪声作业人员

纯音听阈测试结果 例数 ( % )

工龄 /年龄
正常听力

曲线

单 /双耳高
频听阈提高
( ＜40 dB) ，

语频正常

双耳高频
平均听阈
≥40 dB，
语频正常

双耳高频
平均听阈
≥40 dB，
语频提高

非噪声所致
语频提高

工龄( 年)

≤5 244 ( 65. 1) 90 ( 24. 0) 21 ( 5. 6) 6 ( 1. 6) 14 ( 3. 7)

6 ～ 10 188 ( 55. 3) 102 ( 30. 0) 18 ( 5. 3) 7 ( 2. 1) 25 ( 7. 4)

11 ～ 15 15 ( 34. 9) 13 ( 30. 2) 7 ( 16. 3) 4 ( 9. 3) 4 ( 9. 3)

≥16 8 ( 29. 6) 12 ( 44. 4) 3 ( 11. 1) 2 ( 7. 4) 2 ( 7. 4)

年龄( 岁)

≤25 147 ( 81. 7) 26 ( 14. 4) 3 ( 1. 7) 0 ( 0) 4 ( 2. 2)

26 ～ 30 114 ( 62. 3) 49 ( 26. 8) 11 ( 6. 0) 2 ( 1. 1) 7 ( 3. 8)

31 ～ 35 66 ( 50. 4) 43 ( 32. 8) 12 ( 9. 2) 1 ( 0. 8) 9 ( 6. 9)

36 ～ 40 53 ( 46. 9) 38 ( 33. 6) 11 ( 9. 7) 5 ( 4. 4) 6 ( 5. 3)

41 ～ 45 45 ( 45. 9) 39 ( 38. 8) 5 ( 5. 1) 3 ( 3. 1) 6 ( 7. 1)

46 ～ 50 23 ( 46. 0) 12 ( 24. 0) 5 ( 10. 0) 3 ( 6. 0) 7 ( 14. 0)

51 ～ 55 3 ( 20. 0) 5 ( 33. 3) 1 ( 6. 7) 3 ( 20. 0) 3 ( 20. 0)

56 ～ 60 4 ( 26. 7) 6 ( 40. 0) 1 ( 6. 7) 2 ( 13. 3) 2 ( 13. 3)

注: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两组数据合并后统计，不同工龄、年龄组间 χ2

值分别为 20. 62，28. 29，P ＜0. 01。

船舶修理作业中产生的粉尘主要有电焊烟尘和打磨粉尘，

分别来自焊接和打磨、除锈作业。工作场所检测也发现粉尘

合格率为 67%，在接触粉尘人员中有 8 例高仟伏胸片示肺纹

理增多并有尘肺样改变，经询问均无吸烟史，已按尘肺病观

察对象处理，应对这些人员肺部 X 线表现进行动态观察。
电焊使用的焊条含有硅、锰等物质。船体材料的表面涂

层中常含有氧化锌和铅。在焊接和氧割船体材料时氧化锰、
氧化锌和铅烟易释放到空气中，通过呼吸道进入机体内。在

检查中未发现锰及其无机化合物、铅及其无机化合物、氧化

锌作业疑似职业病病例，可能与个人防护工具的使用、作业

人员接触危害因素的时间有关。结合现场检测有锰化合物超

标，今后应加强现场调查，以警惕长期接触锰作业人员发生

慢性锰中毒的可能。
船舶修理作业中有不少作业需在离地面一定高度的位置

进行，属于高处作业范畴。另外，电工作业、机动车驾驶作

业也属于特殊作业，应纳入职业健康监护的范围。在职业健

康检查中也发现高处作业、电工作业、机动车驾驶作业人员

存在职业禁忌证，应引起重视。
由此可见，船舶修理行业工作环境中多个工种均受到不

止一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以噪声、粉尘危害最普遍。
由于船壳及船板均为钢板，无隔声作用，而且在同一环境下

常有多种作业同时进行，导致其他作业人员也会接触到非本

岗位作业产生的职业危害因素。为减轻职业病危害，除采用

新的工艺外，还可以分开不同工种在同一地点的作业时间，

避免直接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用人单位应继续加强职

业健康监护，及时将有职业禁忌证作业人员调离相应岗位，

为疑似职业病病例及时申请职业病诊断，切实保护劳动者的

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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