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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研究方法，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某

地上岗前职业禁忌证的构成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显示， 噪声、 苯及苯系物作业和各类特殊工种

的上岗前职业禁忌证检出率较高；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ＨＬ而被列为噪声作业上岗前职业禁忌证者占 ５６ ９８％。 提

示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仍需完善，
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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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出台和更新， 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更加规范， 各用人单位在接收劳动者入

职前都会委托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劳动者上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 其目的是发现职业禁忌证， 建立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人员的基础健康档案。 本所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对 １５ １１５ 名劳动者进行了上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 发现各类职业禁忌证 ７３８ 例， 现对检出的各

类上岗前职业禁忌证进行分析总结。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我所检查

的 １５ １１５ 名拟从事特定职业或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

的劳动者。
１ ２　 方法　 具有相应资质的体检医师使用检定合格

的仪器设备进行体检， 由培训合格的主检医师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判定上

岗前职业禁忌证。
１ ３ 　 统 计 分 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４ ０ 进行 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 １　 不同年份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年共发现各类职业禁忌证 ７３８ 例， 检出率为

４ ８８％。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及职业禁忌证的检

出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上岗前职业禁忌证检出情况

年份 体检人数 职业禁忌证人数 检出率 （％）
２０１５ ２ ３０３ １３４ ５ ８２
２０１６ ３ １３１ １４２ ４ ５４
２０１７ ３ ６６６ ２１６ ５ ８９
２０１８ ６ ０１５ ２４６ ４ ０９

合计 １５ １１５ ７３８ ４ ８８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禁忌证构成情况　 由表 ２
可见， 噪声的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最高， 占 ５９ ２１％；
其次为苯及苯系物， 占 １８ ２９％； 高温、 高空作业、
电焊烟尘、 汽油、 酸雾或酸酐、 酚的职业禁忌证构成

比均不足 １％。

表 ２　 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 ／岗位职业禁忌证构成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 岗位 职业禁忌证人数 构成比（％）

噪声 ４３７ ５９ ２１

苯及苯系物 １３５ １８ ２９

职业机动车驾驶作业 ５８ ７ ８６

压力容器作业 ５１ ６ ９１

电工作业 ４１ ５ ５６

高温 ６ ０ ８１

高空作业 ４ ０ ５４

汽油 ２ ０ ２７

电焊烟尘 ２ ０ ２７

酸雾或酸酐 １ ０ １４

酚 １ ０ １４
合计 ７３８ １００ ００

２ ３　 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职业禁忌证的检出情

况　 拟从事噪声作业的劳动者查体人数和上岗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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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证检出人数最多。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排名前五位

的岗位及职业病危害因素依次是压力容器作业

（ ５ １７％）、 职 业 机 动 车 驾 驶 （ ４ ８９％）、 噪 声

（４ ３７％）、 电工 （３ ６２％）、 苯及苯系物 （２ ５８％）。
见表 ３。

２ ４　 职业禁忌证的年龄分布　 上岗前职业禁忌证集

中在 ２０～２９ 岁和 ３０ ～ ３９ 岁两个年龄段， 检出率明显

高于其他年龄段， 各年龄段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５）。 噪声的上岗前职业禁忌证检出率随年

龄增长而增加。

表 ３　 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上岗前检查人数及职业禁忌证检出情况

职业病危害

因素 ／岗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合计

检查

例数

职业

禁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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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 ３５７ １５ ４ ２０ ２３４ １６ ６ ８４ ２１８ ６ ２ ７５ １７８ ５ ２ ８１ 　 ９８７ ５１ ５ １７
职业机动车驾驶 ３８７ ２２ ５ ６８ ２６３ １８ ６ ８４ ２７２ ６ ２ ２１ ２６３ ５ １ ９０ １ １８５ ５８ ４ ８９
噪声 １ ４７３ ５８ ３ ９４ ２ ０６３ ７７ ３ ７３ ２ ０８５ １３２ ６ ３３ ４３７６ １６９ ３ ８６ ９ ９９７ ４３７ ４ ３７
电工 ３５１ １４ ３ ９９ ２４５ ９ ３ ６７ ３１７ ５ １ ５８ ２２０ ２ ０ ９１ １ １３３ ４１ ３ ６２
苯及苯系物 ７９８ ２３ ２ ８８ ８８９ １２ １ ３５ １ ４２８ ３６ ２ ５２ ２ １２２ ６４ ３ ０２ ５ ２３７ １３５ ２ ５８
高处 ４４ ０ １８５ ０ ２２５ ０ ６５ １ １ ５４ ５１９ ４ ０ ７７
酚 ３２ ０ ２８ ０ １３２ ０ ６６ ０ ２５８ １ ０ ３９
高温 ８７０ ２ ０ ２３ ９１５ ４ ０ ４４ ７５５ ０ ６５１ ０ ３ １９１ ６ ０ １９
汽油 ４７６ ０ ３８３ １ ０ ２６ ５５８ ０ １ ０４６ ０ ２ ４６３ ２ ０ ０８
电焊烟尘 ２３０ ０ ２４１ ２ ０ ８３ ７５０ ０ １ ３９９ ０ ２ ６２０ ２ ０ ０８
酸雾或酸酐 ８８１ ０ １ ００６ １ ０ １０ ７８０ ０ １２０２ ０ ３ ８６９ １ ０ ０３

２ ５　 职业禁忌证的临床特征　 接触苯及苯系物作业

的劳动者上岗前职业禁忌证主要集中在 ＷＢＣ＜４×１０９ ／ Ｌ
和 ／或中性粒细胞计数 （ＮＥＴｕ） ＜２ × １０９ ／ Ｌ， 共 １３４
例， 占 ９９ ２６％ （１３４ ／ １３５）， 其中 ＷＢＣ 降低 ２８ 例，
ＮＥＴｕ 减少 ５４ 例， 两项指标同时降低 ５２ 例。 噪声的职

业禁忌证主要集中在双耳高频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ＨＬ，
占 ５６ ９８％ （２４９ ／ ４３７）； 其次为语频听力损失合并双

耳高频平均听阈 ≥４０ ｄＢ ＨＬ， 占 ３１ ３５％ （ １３７ ／
４３７）。 电工、 压力容器和职业机动车驾驶作业的职

业禁忌证以红绿色盲占比最高， 分别占 ８５ ３７％
（３５ ／ ４１）、 ６４ ７１％ （３３ ／ ５１）、 ７４ １４％ （４３ ／ ５８）。 电

工和压力容器作业心律失常分别为 ６ 例 （１４ ６３％）
和 ５ 例 （９ ８０％）。

３　 讨　 论

我所每年承接的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人数逐年递

增，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上岗前职业禁忌证的检出率为

４ ８８％， 以接触噪声和苯及苯系物作业为主， 与刘静

等［１，２］报道的天津市重点职业病检测种类一致。 故应

将接触噪声和苯及苯系物作业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和

更新作为重点内容考虑。
噪声的上岗前职业禁忌证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而增

加。 可能与随年龄增长听力水平存在自然衰减有关。
但汉才等［３］ 在使用耳声发射仪测试不同年龄段畸变

产物耳声发射 （ＤＰＯＡＥ） 听力图的研究中发现， 随

年龄增长， ＤＰＯＡＥ 图平均阈值呈升高趋势。 本次分

析的 ４３７ 例噪声上岗前职业禁忌证中有 ８８ ３３％检出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ＨＬ， 可能原因： （１） 受

检者刻意隐瞒或忽略噪声作业史， 可能已经存在不同

程度的高频听力损失， 但未达到噪声聋的诊断标准，
仍可顺利离职， 当重新入职接触噪声作业时， 被判定

为职业禁忌证［４］； （２） 年轻人由于不良用耳习惯造

成高频听力损失。 章宝丹等［５］ 在医学生用耳习惯对

听力损失及相关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中指出， 不

恰当使用耳机及接触大量娱乐噪声会对听力产生损

伤， 且不良用耳习惯对其听力具有长期影响。 故需要

有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 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
加大对青年人群听力损失预防的健康教育， 减少听力

损失的发生。
苯及苯系物作业的上岗前职业禁忌证主要集中在

ＷＢＣ 和 ／或 ＮＥＴｕ 计数降低， 其构成比为 ９９ ２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的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规定， 苯

及苯系物作业上岗前职业禁忌证为 ＷＢＣ 计数＜ ４ ×
１０９ ／ Ｌ 或 ＮＥＴｕ 计数＜２×１０９ ／ Ｌ； 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实

施的 《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 （ＷＳ ／ Ｔ４０５—２０１２）
ＷＢＣ 计数参考区间为 ３ ５×１０９ ～９ ５×１０９ ／ Ｌ， ＮＥＴｕ 绝

对值参考区间为 １ ８×１０９ ～ ６ ３×１０９ ／ Ｌ。 这使得部分

拟就业者血常规结果正常， 但却是苯作业的上岗前职

业禁忌证。 建议 ＧＢ１８８—２０１４ 将接苯作业人员的血

常规计数标准调整到与我国居民血常规正常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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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接苯劳动者的就业权。
值得注意的是， 按照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的规定， 各

类心律失常为电工和压力容器作业的职业禁忌证， 但

心律失常是一类疾病的统称， 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

状和预后截然不同， 可以无任何症状， 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寿命； 也可以表现为猝死［６］。 大部分人

在进行 ２４ ｈ 心电图检查时均能发现室上性期间收

缩［７］。 隋利军［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在江苏省 ７５０ 名体检

者中检出 ８６ 例 （１１ ４７％） 心律失常， 若将所有心律

失常都作为职业禁忌证， 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劳动者不

能从事电工或者压力容器作业。
综上所述， 接触噪声、 苯及苯系物和各类特殊工

种作业人员是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应给予关注的重点

人群， 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就业人群的健康教育， 使劳

动者充分认识保证自身健康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需要

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充分考虑各类标准的

一致性和可行性， 在保护劳动者健康的同时最大程度

保证劳动者就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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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钢丝绳企业作业工人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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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叶挺， 杨泽云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科， 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摘要： 为了解铅烟、 铅尘、 噪声对钢丝绳企业作业工人

健康的影响， 调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多家在南通市疾控中心体检

的 ２ ５２０ 名钢丝绳企业工人体检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

作业工人出现头晕、 乏力、 贫血、 肝功能异常等人数较多；
工龄＜５ 年和≥５ 年组工人尿铅异常率明显高于其它工龄组，
铅浴炉工和下线工铅中毒观察对象检出率等明显高于上线工；
女性铅作业工人应是钢丝绳企业铅中毒防治重点。

关键词： 钢丝绳； 作业工人； 职业健康； 铅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２０）０４－０３７０－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３２

目前南通地区有一定规模的钢丝绳生产企业数百

家， 已成为全国钢丝绳主要生产基地， 约占全国钢丝

绳产量的 ５０％， 被誉为 “中国钢丝绳之都”。 为了调

查南通市钢丝绳企业劳动者健康状况， 调阅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疾控中心对钢丝绳企业工人体检的资

料并进行了统计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在南通市疾控中心进行职

业健康体检的钢丝绳企业工人 ２ ５２０ 人， 其中热处理

车间铅作业工人 ２ ０６０ 人， 制绳和拉丝车间捻股和拉

丝作业工人 （接触噪声） ４６０ 人， 男 １ ８２６ 人、 女

６９４ 人， 年龄 ２１ ～ ６５ 岁、 平均 （３５ ０±７ ８） 岁， 工

龄 ０ ５～２２ 年、 平均 （８ ０±４ ７） 年。
１ ２　 方法　 按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 的要求和方法进行检查。 （１） 血常规， 取静

脉血 １ ｍｌ， 加 ＥＤＴＡ 抗凝，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日本

光电ＭＥＫ６３１８Ｋ） 进行检测。 （２） 尿铅， 取 １００ ｍｌ 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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