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考虑。在以往研究中有些是采集工人晨尿，有些研究则

是采集班后尿进行分析，两种采集尿液的方法各有利弊。采

集班后尿可以避免因用工制度差异导致的尿 1-羟基芘水平的

混杂，避免企业用工时间存在的影响。采集晨尿不仅可以对

不同脱离职业暴露时间各组人群进行深入分析，而且由于经

过一夜脱离环境暴露的时间，晨尿的分析可以减轻环境暴露

因素如吸烟等对尿 1-羟基芘水平的混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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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LED 芯片及外延片制造企业职业健康监护分析
Analysis on statu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in a certain LED chip and epitaxial wafer productio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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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方法对某 LED 企业 2013
年度的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和工人健康监护结果进行统计和分

析。该企业接触有毒有害工人受监护率为 90. 9%，筛查出重

点监护对象 3 人，职业禁忌证 3 人。LED 制造企业接触职业

危害因素较多，企业应当积极改善工作场所的环境，完善工

人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加强对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防治。
关键词: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危害因素; LED 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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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扬州开发区某半导体照明 ( LED) 制造企业开展了职

业健康检查。现将 2013 年职业健康体检结果汇总分析，为更

好地开展企业的职业病防治以及健康促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对扬州开发区某 LED 制造企业作业现场 173 个职业危害因

素检测点进行检测; 并对 461 名有害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其中男 346 人、女 115 人，年龄 16 ～42 岁，工龄 1 ～3 年。
1. 2 方法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

管理办法》，于 2013 年对该企业进行健康监护体检和诊断。
根 据 《工 作 场 所 空 气 中 有 害 物 质 检 测 的 采 样 规 范》
( GBZ159—2004)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 部分: 噪

声》( GBZ /T189. 8—2007)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2007 ) 、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18871—2002 ) 、

《X 射线衍射仪和荧光分析仪卫生防护标准》 ( GBZ115—
2002) 等检测规范对职业危害因素进行检测与评价。

统计学分析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2 结果

2. 1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该 LED 制造企业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包括生产性毒物、
物理因素以及劳动过程与生产环境中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 3
大类。其中，毒物主要为刺激性气体 ( 氨气、氯气) 、有机溶

剂 ( 丙酮、异丙醇) 、强酸 ( 氢氟酸、硫酸、盐酸、硝酸) ;

物理因素主要有噪声、X 射线。结果显示该企业毒物、噪声、
电离辐射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 2 职业健康监护体检情况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按照工人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不

同进行了检查项目的选择，结果见表 1。
表 1 2013 年某 LED 制造企业 461 名有害作业工人体检情况

危害因素
或作业

检查项目
应检
人次

实检
人次

受检率
( % )

职业禁忌
证人数

有机溶剂
基本项目、肺功能、腹 部 B 超、
血糖

210 185 88. 1 0

酸、碱
基本项目、腹部 B 超、肺 功 能、
肾功能

131 115 87. 8 0

刺激性气味 基本项目、肺功能 94 81 86. 2 0
噪声 基本项目、电测听 300 261 87. 0 2

X 射线
基本项目、皮肤科、外科、腹部
B 超、染色体、眼晶体、肾功能、
血糖

21 21 100. 0 0

视频作业
基本项目、外科、视力、眼晶体、
颈椎正侧 X 线摄片、腹部 B 超、
肺功能、肾功能

136 134 98. 5 1

合计 892 797 89. 3 3
注: 基本项目包括问诊、血压、内科、五官科、血常规、尿常规、心
电图、肝功、X 线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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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2013 年对该企业接触有毒有害职业因素的 461 人进行了

职业健康监护定期体检。见表 2。筛查出重点监护对象 3 人，

均为纯音听力损失，需脱离噪声作业 1 周复查听力测试。职

业禁忌证 3 人，血压偏高 2 人已调离了噪声作业，眼晶体见

片状混浊 1 人调离了视频作业。
表 2 2013 年某 LED 制造企业 461 名有害作业工人

各项检查阳性检出率

异常项目 体检人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 )

高血压 461 32 6. 9
心电图 461 42 9. 1
腹部 B 超 461 22 4. 8
肝功能 461 59 12. 8
血常规 461 36 7. 8
尿常规 461 12 2. 6
电测听 300 9 3. 0
裂隙灯检查 157 1 0. 6

3 讨论

本次职业健康体检共发现 59 名肝功能异常者，男 52 人、
女 7 人。主要分布于 MOCVD 区、干刻蚀区、测试区岗位，对

照《职业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中所列举的常见肝脏毒物，

上述岗位所接触到的毒物对肝功能无明显影响，因男性工人

大部分有饮酒史，且部分人员为夜班后直接体检，均有可能

引起肝功转氨酶升高。
9 名听力异常者中 4 人语频听力损失，3 人高频听力损

失，2 人右耳语频、高频听力损失，听力异常人员主要分布于

测试、黄光、化学区生产岗位，其现场噪声强度测量值均 ＜

75 dB。右耳语频、高频听力损失的 2 人复检仍然异常。经了

解，其中 1 人右耳听力异常为幼儿时受伤所致，另 1 人右侧

先天性耳廓畸形，2 人均已调岗。
此次体检血压偏高者中有 2 人为公用工程值班员，结合

公用工程现场检测的噪声值，并考虑长期而强烈的噪声环境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建议企业对 2 人采取调岗处理，同时采

取有效的隔音消声措施，加强工人的个人防护，督促工人在

工作时佩戴好耳塞或耳罩。
视频作业工人监护率为 98. 5%，长期视频作业可导致神

经衰弱综合征、肩颈腕综合征和眼晶状体、视力方面的改变。
问诊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工人自诉头痛、头昏、眼疲劳、视力

下降、肩颈酸痛等症状。建议企业对工作场所合理布局，改

善工作环境，通过作业环境颜色和气味的改变使工人头脑清

醒、心情舒畅、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并注意劳逸结合，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从体 检 结 果 来 看， 高 血 压 ( 6. 9% ) 、心 电 图 异 常

( 9. 1% ) 、脂 肪 肝 ( 11. 8%， 36 /304 ) 、肝 功 能 异 常

( 12. 8% ) 等检出率较高，提示心血管及肝胆系统的疾患较

多，应引起重视。这些作业工人的健康除受到生产场所有毒

有害职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部分人群受遗传、年龄、生物

病原体、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有关。单纯职业病防治

的观念已不能满足工人的健康需要和企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倡导职业健康促进，应做到同时关注职业病、工作相

关疾病、生活方式疾病的防治，才能更好地保障工人的健康

权益，全面提高工人的健康水平，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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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职业女性骨密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mong young and middle-aged occupational females

袁春，包玲，刘慧玲

( 湖北省职业病医院，湖北 武汉 430015)

摘要: 检测分析2860例 25 ～ 40 岁中青年职业女性的骨密

度。结果显示不同体质指数和不同职业人群骨密度存在统计

学意义; 体质指数与骨密度呈正相关，而年龄、月经初潮年

龄、怀孕次数、生育次数、母乳喂养子女数与骨密度均呈负

相关。提示中青年职业女性是骨质疏松发生的高危人群，应

通过健康教育等方式进行健康干预。
关键词: 中青年职业女性; 骨密度;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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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0—2012 年2860例在湖北省医学体格检查中心体检

的 25 ～ 40 岁职业女性骨密度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 2010—2012 年来我院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职业女

性2860例为调查对象。入选标准: ( 1) 年龄 25 ～ 40 岁; ( 2)

武汉城区居民，居住 ＞ 10 年。排除标准: ( 1) 长期吸烟、饮

酒者; ( 2) 长期使用影响骨代谢药物者; ( 3) 患有骨代谢疾

病者 ( 如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 。
1. 2 方法

1. 2. 1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内容包括: 一般

情况、饮食、月经生育史、妊娠哺乳史、家族史、服药史等。
由经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进行询问并填写调查表，发放调

查表 3500 份，回 收 3100 份，有 效 调 查 表 2860 份，有 效 率

为 92. 3%。
1. 2. 2 观察指标 体质指数、月经初潮年龄、妊娠次数、生

育次数、母乳喂养子女数、骨密度、运动、饮食、饮酒 ( ＞
250 g /d，时间 ＞ 10 年) 、吸烟、服用药物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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