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年龄、 性别、 生活环境和经历、 文

化和社会地位或由于某些原因使其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

享信息、 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形式。 同伴教育更容易被接受，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者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 调查者对有

些问题的知晓率呈现正向变化， 可能是由于他们通过相互交谈

等方式获取职业卫生知识。 对于本调查中知晓率偏低的问题，
建议今后开展同伴教育， 促进调查者主动记忆。

本研究着重对同一批教育者进行重复观测， 探讨干预措

施的时间效应， 较好地论证了健康教育措施是有效可行的。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设计方案需进一步改进， 如选择多

个企业以全面了解劳动者对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情况， 分层

选择调查者以保证各层次调查者的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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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 １９ 家石材加工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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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 刘文宝， 刘宝艳

（葫芦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葫芦岛　 １２５０００）

　 　 摘要： 对葫芦岛东南沿海地区 １９ 家石材加工企业的职业

卫生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石材加工企业的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为矽尘和噪声， 职业危害防护措施及管理工作形势

较严峻。 提示应加强石材加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切实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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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５ ０１ ０２５
随着大量工业建筑和民用住宅的建设， 石材加工行业迅

猛发展。 为掌握葫芦岛市沿海地区石材加工企业职业卫生现

状， ２０１３ 年 ４—９ 月对该地区石材加工行业的职业卫生现状进

行了调查， 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葫芦岛市沿海地区石材加工企业均为民营企业， 据摸底

调查一共有 ５３ 家， 本次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 １９ 家企业， 建

厂时间 ３～１４ 年不等， 共有职工 １６７ 人， 职工人数均少于 ２０
人， 低于 １０ 人的企业占多数， 企业规模均为小微型企业。
１ ２　 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现状调查与现场检测方法， 对上述调查对

象进行劳动卫生学调查与检测。 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的基本情

况、 职工总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劳动时间、 性别、 工

龄等， 生产工艺流程， 卫生防护设施配备情况及个体防护用

品使用情况， 作业工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 并选取有代表

性的工作场所对其空气中的粉尘和噪声进行检测与分析。
检测仪器为 ＩＦＣ⁃２ 型粉尘采样器， Ｈｓ６２８８Ｂ 数字声级计。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采用焦磷酸质量法， 粉尘浓度

检测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１ 部分： 总粉尘浓度》
（ＧＢＺ ／ Ｔ１９２ １—２００７）， 若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在 １０％ ～５０％， 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规定总粉尘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矽尘 １ ｍｇ ／
ｍ３ ［１］。 噪声强度检测按照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８ 部

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 采用等效连续 Ａ 声级进行

评定。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该地区石材加工工艺主要是切割、 磨光石料形成面石和

条石进行销售。 生产工艺流程： 料石→切割→磨光→成品。
使用的仪器设备主要包括切割机、 磨光机和小型手工打磨机

等。 １９ 家石材加工企业中接触职业病危害工人共有 １３６ 人，
均为男性， 其中接触矽尘 １３６ 人， 接触噪声 １１４ 人， 工人主

要为本地农民工， 每日工作时长 １～４ ｈ。
２ ２　 职业病防护设备及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防尘措施： 大块石料切割自动控制， 锯切过程喷水 （锯
片降温）； 磨光工序采用自动或半自动操作。 １９ 家企业均在

切割和磨光工序采取了湿式作业， 但未设局部抽风除尘设施；
部分石材需手工切边打磨， 无除尘设施。

防噪声措施： 大锯切割厂房多为半封闭， 条件较好的 ２
家 （１１％） 企业设操作室， 但操作室简陋无门， 不能起到有

效防护噪声的作用。
在所调查企业中， ７ 家 （３７％） 未配备防尘口罩， ４ 家

（２１％） 配备不合格防尘口罩， 只有 ８ 家 （４２％） 配备的防尘口

罩合格。 总体佩戴情况不好， 仅有 １１％的岗位工人能自觉佩戴防

尘口罩 （多为干式磨边作业）。 各企业均未配备防噪声耳塞。
２ ３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大部分石材加工厂未能开展有效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其中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 １１ 家 （５８％）， 但制度未能有

效落实；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 ４ 家 （２１％）； 设立职业病危害

警示标识的 ４ 家 （２１％）， 均未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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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作业场所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２ ４ １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石材加工的料石都

来源于本地的采石场， 在 １９ 家不同的企业分别采集积尘样

品， 其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１９ ９％～２３ １％。
２ ４ ２　 空气中粉尘浓度的检测　 此次调查在大锯切割、 磨光

及小切等岗位共采集粉尘样品 ９２０ 份， 检测其工人操作位呼

吸带高度空气中总尘浓度、 呼吸性粉尘浓度并计算超限倍数。
粉尘 （矽尘） 总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０ ７０ ～ ５ ６８ ｍｇ ／ ｍ３，
呼吸性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０ ５５～３ １２ ｍｇ ／ ｍ３， 合格率为 ０
～１０ ５％。 １９ 家企业各岗位粉尘超限倍数均不符合标准要求，
其中小切工岗位干式磨边作业时产生的粉尘浓度最大， 短时

间接触浓度可达 １７ ５６ ｍｇ ／ ｍ３。 见表 １、 表 ２。
表 １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岗位 粉尘种类
接触时间

（ｈ ／ ｄ）

总尘

（ｍｇ ／ ｍ３）

呼尘

（ｍｇ ／ ｍ３）

合格率

（％）

大锯工 矽尘 １～３ ０ ７０～２ ６７ ０ ５５～２ ２８ １０ ５
磨光工 矽尘 １～４ ０ ７２～３ １２ ０ ５７～２ ５４ １０ ５
吊车工 矽尘 ２～３ １ ２５～１ ８１ １ ０１～３ １２ ０
小切工 矽尘 ２～３ １ ２１～５ ６８ １ ２１～２ ０１ ０

表 ２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超限倍数（ＥＬ）计算结果

岗位 粉尘种类 总尘 ＥＬ 呼尘 ＥＬ

大锯工 矽尘 ２ ３４～３ ７３ １ ７２～３ ７６
磨光工 矽尘 ２ ８６～３ ９６ ２ ６７～４ ４３
吊车工 矽尘 ２ ８６～３ ３３ ２ ９０～６ ２１
小切工 矽尘 ２ ５９～１７ ５６ ３ ４７～１８ ６９

２ ４ ３　 噪声强度测定　 分别在湿式切割、 磨光和小切岗位进

行噪声检测， 噪声强度值 ９０ ０～９８ ３ ｄＢ （Ａ）， 各作业岗位噪

声强度均在 ８５ ｄＢ （Ａ） 以上。 见表 ３。
表 ３　 工作场所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ｄＢ （Ａ）

岗位
接触时间

（ｈ ／ ｄ）
ＬＡｅｑ，Ｔｅ ＬＥＸ，８ｈ

大锯工 １～３ ９２ ７～９４ ２ ８６ ７～８７ ４
磨光工 １～４ ９０ ０～９６ ６ ８６ ７～９２ ４
小切工 ２～３ ９４ ２～９８ ３ ９１ ８～９２ ２

２ ５　 接触职业病危害工人健康监护情况

１９ 家企业中现有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工人 １３６ 人，
２０１３ 年以前各企业均未进行过职业健康检查， 未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 工人流动性大。 ２０１３ 年度仅有 ４ 家企业 ３２ 名工

人针对粉尘危害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体检率 ２３ ５％。 本次

调查未发现疑似尘肺病例， 有 ２ 名工人发现职业禁忌证， 工

龄分别为 １４ 年、 ２０ 年 （其中从事接尘作业 ５ 年、 ８ 年）。 各

企业均未针对噪声危害进行体检， 无相关的体检结果。
３　 讨论

３ １　 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从调查结果看， 石材加工行业均存在粉尘和噪声危害。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１０％， 属于矽尘。 各锯切岗位和磨

光岗位采用湿式作业，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粉尘浓度， 但锯切

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粉尘不能全部随水流沉降， 仍有部分粉尘

夹杂在水雾中， 弥散在车间空气中， 且无排风风机进行机械

抽风除尘， 造成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不符合国家卫生限值。
而且， 个别干式磨边作业无任何防尘措施， 造成粉尘浓度严

重超标。 石材锯切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较大， 工人在敞开或半

敞开式的操作室内操作， 不能有效控制噪声危害， 作业场所

大锯切割、 磨光岗位、 小切岗位噪声强度均超出国家卫生限

值。 此次调查的 １９ 家企业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不能有

效控制工作场所粉尘和噪声危害。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与佩戴

不规范， 在防护设施不能达到防护效果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地

保护工人健康。
３ ２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石材加工企业多为私营企业， 从事石材加工的劳动者大

多是农民工。 所调查的企业均未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企

业主和工人对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基本不了解［２］ 。 有些企

业制定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职业健康检查等工作制度， 但

只存在于纸面， 流于形式， 并未严格执行。
企业未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给予足够重视， 体检率仅为

２３ ５％。 体检已发现 ２ 名粉尘作业工人发生肺间质改变。 如

果工人持续在此环境中作业， 最终可能导致矽肺发生［３］ 。 １９
家石材加工企业接触噪声的工人尚未进行听力有关的职业健

康检查， 不能确定接触噪声工人的健康危害情况。 长期接触

高强度噪声可能对操作工人的听觉器官、 神经系统和心血管

系统等造成伤害。
３ ３　 建议

３ ３ １　 完善职业病防护措施　 在切割机、 磨光机等产生粉尘

的部位安装局部抽风除尘设施， 减少粉尘逸散。 设置隔声操

作室， 减轻噪声危害。 为工人配备符合标准要求的防尘口罩

和防噪用品， 减少粉尘和噪声对接触工人的危害。
３ ３ ２　 加强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完善职业卫生相关制度

并严格执行。 对工人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使其掌握职业病防

治知识， 提高工人的自身防护意识， 自觉正确佩戴个人防护

用品。 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工

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工作场所设置防尘防噪声等警示标识。
３ ３ ３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石材加工企业因订单不

固定， 多数企业生产不连续， 用工也不固定， 且企业所在位

置分散， 给监督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鉴于现阶段石材加

工行业在职业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 增强监督执法力度［４］ ， 促使企业改

善作业环境，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 保护工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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