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中毒病例中由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甲胺磷和毒鼠

强引起中毒的比例较高 #$#,$+-%& 说明农药市场的监管还
存在严重不足'

政府有关部门应从农药的生产( 销售和使用等各个环节
加强监管& 防止国家禁止或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流入市场&
研发和大力推广使用低毒( 高效( 残留量少( 毒副作用小的
农药是预防农药中毒的重要措施,$- ' 开展多渠道的农业知识
下乡活动& 组织人员进行培训& 指导农民科学正确地配制和
使用农药& 提高安全使用农药的水平' 农村使用农药的家庭
中应加强农药的安全保管& 防止幼儿和老人误服 #用% 农药'
此外& 通过提高全民心理素质和文化修养& 关注妇女和老年
人的身心健康&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农药中毒的发生率,"- '

普及农药中毒的急救常识& 做好农药中毒现场的应急处置&
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能有效降低病死率,.- ' 目前&
我省职业报告体系还不完善& 存在漏报( 迟报和缺报现象&
因此加强我省农药中毒报告的管理& 提高报告率和报告质量&
对于全面了解我省的农药中毒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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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抽检 "#家制鞋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共
%.个检测点( $/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统计超标点数 "+ 个&
其中苯超标点 $'个& $&"H二氯乙烷超标点 $*个& 苯( $&"H二
氯乙烷均超标的检测点 + 个&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均合格' 抽检的 "#家企业大部分将制鞋各个工序布置在一个
生产车间内& 职业病危害因素相互交叉污染' 提示制鞋企业
应合理布局生产设备和工作区域& 尽量选取低毒的原料胶水&
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减少
职业损害'

关键词! 制鞋" 职业危害" 检测
中图分类号! 0$.%!!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2#"#$*%#%&#.##&#"
678! $#,$.(.$34)5678)9::;;<)"#$*)#%,#"(

!!为了解沈阳市制鞋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 预防( 控
制和消除职业危害& "#$%年对全市各区县 "#家鞋厂的部分作
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管理情况进行了抽查'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次抽检制鞋企业东陵区 $* 家& 占 +*-& 于洪区( 铁西
区( 皇姑区各 $家& 和平区 "家'
!#$!方法

根据 )沈阳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沈阳
市人民政府令第 $$号% 对企业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情况进行调
查& 包括职业卫生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情况( 工艺
流程(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 职业健康
监护(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抽查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报告等'

!#%!主要工艺流程
$%% $%% $%%下料 帮工 底工 包装' 主要原辅材料为皮革(

树脂胶( 白胶( 黄胶( 万能胶( 鱼皮胶'
$"结果
$#!!职业卫生管理

"#家企业中有 $.家根据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
定* 设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占总数的 (*-& 有 $%家在使
用胶料的位置设置了 .当心中毒/ 的警示标识& 占总数的
+#-' "#家企业均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配备了兼职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 但未建立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和各岗位的操作规程'
只有 $家企业工人在作业过程中佩戴了防毒面具 #配有 (##$
有机气体滤毒盒%& 也仅有 $家企业于 "#$.年 $#月对接毒岗
位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各鞋厂使用的胶料种类为树脂胶 #聚氨酯树脂( 丁酮(
甲苯%( 万能胶 #苯( 正己烷( 甲苯( 丙酮( 丁酮%( 鱼皮胶
#丁酮( 丙酮( 苯( 甲苯( 正己烷( 乙酸乙酯%( 白胶 #聚氨
酯树脂( 丁酮( 甲苯( 甲苯二异氰酸酯% 及黄胶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丙酮( 丁酮( 甲醛等% 等' 根据胶料说明
书& 本次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甲醛( 二氯甲烷( 苯( 甲
苯( 二甲苯( 环己烷( 丙酮( 丁酮( 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
$&"H二氯乙烷( 正己烷( 溶剂汽油( 三氯乙烯( 甲苯二异氰
酸酯( 三氯甲烷及环己烷' 本次抽检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日
常检测均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1R$*'$"##%% 的要求设置检测点& 共 %. 个检测点( $*#
多个样品& 包括上底台( 绷帮区( 粘底区( 清理区( 喷光区(
修饰区及绷楦区等& 涉及的岗位有扣底工( 绷帮工( 绷楦工
及粘底工等' 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1R",$$"##+% 进行评价分析& %.
个检测点中& 超标点数 "+ 个& 其中苯超标点 $' 个& 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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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二氯乙烷超标点 $* 个& 超标率为 .%,'-" 苯(
$&"H二氯乙烷均超标的检测点 +个&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均合格& 详见表 $' %. 个检查点中& 超标点主要分布于
上底台 $/ 个点 #'*,"-%( 绷帮区 "# 个点 #/',.-%( 粘底
区 .个 #$##-%( 清理区 "个 #((,+-%' 有 ( 家鞋厂各检测

点检测结果均合格& 部分检测点超标的鞋厂有 * 家& 各检测
点均超标的鞋厂有 '家 #%*-%' "#家企业生产车间内均以自
然通风为主& 有 + 家企业设置轴流风机& 但均未达到非空调
工作场所人均占用容积 "̀# J. 的车间新风量#.# J. 3W 的
要求,$- '

表!!制鞋企业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

因素

检测浓度范围 #J:3J.% 国家标准允许浓度 #J:3J.%

#PŜ_ #SVD #UG QGHPŜ_ QGHSVD UDG

检测点数

#个%

超标点数

#个%

超标

倍数

甲醛 #̀,#/ $ $ #,* .' #

二氯甲烷 *̀,% $ "## $ .# #

苯 #̀,'a$#',% #̀,'a**,$ $# ( $ %. $' $a$$

甲苯 #̀,'a(+," #̀,'a"',. $## *# $ %. #

二甲苯 #̀,'a$," #̀,'a#,( $## *# $ %. #

环己烷 "̀,#a%,$ "*# $ .# #

丙酮 (̀,+a*(,* (̀,+a.',. %*# .## $ .' #

丁酮 (̀,+a'#,% (̀,+a.%,( (## .## $ .* #

乙酸乙酯 #̀,"+a'#,% #̀,"+a"/,( .## "## $ %. #

乙酸丁酯 #̀,"+a",+* #̀,"+a$,% .## "## $ .$ #

$&"H二氯乙烷 #̀,+a.%+,. #̀,+a$/*," $* + $ .' $* $a".

正己烷 $̀,"a$+#,( $̀,"a/(,% $/# $## $ .' #

溶剂汽油 "̀,%a$$",* $ .## $ .( #

三氯乙烯 #̀,+a*,( $ .# $ .# #

甲苯二异氰酸酯 #̀,#$. #̀,#$. #," #,$ $ "" #

三氯甲烷 #̀,+a%,$ $ "# $ " #

%"讨论
%#!!职业危害状况

制鞋企业使用的胶料种类较多& 导致多种职业危害因素
并存& 胶料说明书虽标示以甲苯为主& 但检测显示苯及 $&"H
二氯乙烷的浓度较高& 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种物质和它的替代
品相比较& 价格低廉且效果好& 但企业对苯和 $&"H二氯乙烷
的毒性了解并不多& 苯和 $&"H二氯乙烷中毒的临床症状初期
不明显& 发病时往往职业中毒很重& 因此应督促制鞋企业从
正规生产厂家购买无苯低毒胶料'

抽检的 "#家企业大部分将制鞋各个工序布置在一个生产
车间内& 未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布置& 生产设备布局
不合理& 造成生产车间空间拥挤& 通风能力不足& 职业病危
害因素相互污染& 极易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

多数制鞋企业负责人职业病防护意识淡薄& 职业危害防
护意识差& 工人职业防护水平较低& 企业没有建立相关职业
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及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没有专
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多数企业没有为劳动者发放个人防护
用品或发放的个人防护用品达不到防护要求& 工人也未参加

过企业组织的职业卫生培训" 生产车间内警示标识和中文警
示说明不完善'
%#%!建议

对制鞋企业相关负责人开展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提高职
业卫生管理水平& 督促企业对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和定期的
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和培训& 同时根据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
护监督管理办法* 的规定& 完善职业卫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
度及相关操作规程" 根据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的要求
合理布局制鞋企业生产车间内设备和工作区域& 将有害作业
与无害作业分开布置& 避免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交叉污
染,"- " 原材料优先选择无毒物质代替有毒物质,.- & 或尽量选
取低毒的原料胶水等" 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与评价& 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
康体检& 对超标点进行整改& 对体检异常人员按照规定妥善
安排'
参考文献!
,$- =1R$$"#$#&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P-)

,"- 郭颖燕& 陈兆进& 林作明)制鞋厂工人健康危害现状研究 ,Y-)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 "* #%%! %"+)

#上接第 "'.页%
参考文献!
,$- 李焕焕& 张秋玲& 周佳侠)某铅酸蓄电池厂局部通风系统整改前

后效果分析 ,Y-)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 #"%! $.%H$.*)

,"- 胡飞飞& 周倩倩& 张恒东)某铅酸蓄电池企业职业危害因素识别

与评价 ,Y-)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 #"%! $$%H$$+)

,.- 王峻涛& 包玉屏)宜兴市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调查

,Y-)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 #"%! $""H$"%)

,%- 蔡日东& 黄璐& 唐飞)深圳市某蓄电池厂技术改造降低职业病危害效

果分析 ,Y-)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 .$ #.%! $*(H$*+)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年 /月第 "/卷第 %期!!GW86XLXYK6Z UXZ!D[:"#$*& \C>)"/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