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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收集 2022 年广州市白云区 58 家重点企业调查问卷

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现场监测结果, 分析该地区重点行业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 白云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中以噪声

接害率最高 ( 34. 88%)、 合格率最低 ( 43. 68%), 测量个体

8
 

h 和工作场所 40
 

h 等效声级分别为 (84. 17±5. 53)、(88. 76±
5. 95) dB(A), 合格率均最低 ( 57. 80%、 29. 71%)。 企业基

本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 发放个人防护用品, 但有效防护率

和佩戴率均较低。 提示该地区应加强对作业人员的职业卫生

培训、 个体防护用品的管理及有效佩戴、 职业病防护设施的

设置及维护、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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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广州市白云区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现状,
我们对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58 家重点企业

进行主动监测分析, 并查阅相关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及

了解现场调查情况, 以期为本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

数据支持和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根据 《2022 年广州市工作场所职业危害

因素监测 (中小微型企业帮扶监测) 项目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选择广州市白云区 58 家企业进

行监测, 涉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家具制造

业、 金属制品业、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 汽车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

复制业 7 个重点行业。 重点监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

要包括粉尘、 化学毒物 (苯、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正己烷、 三氯甲烷、 三氯乙烯、 1,2-二氯乙烷)、 物

理因素 (噪声) 三大类。
1. 2　 方法

1. 2. 1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调查人员通过查阅用人

单位职业健康档案, 结合现场调查填写 《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项目调查表》。 调查内容包括用人

单位基本信息、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种类、 上一年度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病

防护设施设置与运行、 职业病防护用品配置及使用、
劳动者作业和接害等情况。 并对相关原辅料进行成分

分析, 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种类、 检测范围。
1. 2. 2　 采样方法　 粉尘和化学毒物的空气采样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
 

159—2004)。 岗位的选择、 检测数量及方式均依照

《方案》 要求。 工作场所采用定点短时间(15
 

min)采

样, 岗位监测用长时间个体采样。 粉尘采样器使用

Sensidyne
 

GilAirPLUS 空气采样泵与 FCG 便携粉尘采

样器; 化学毒物采样器使用 Sensidyne
 

LFS-113 个体空

气采样器和 GilAirPLUS 空气采样泵; 噪声检测使用

SV104 个体噪声剂量计和 HS5671 定点噪声仪(嘉兴恒

升)。 根据不同时间段的检测浓度和接触时间计算时

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 ( CTWA ) 和短时间接触浓度

(CSTE)。 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和接触时间计算岗位 8
 

h 等

效 A 声级(Lex,8
 

h)和工作场所40
 

h 等效 A 声级(Lex,40
 

h)。
1. 2. 3　 检测及评价依据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

尘测定》 (GBZ / T
 

192)、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

定》 (GBZ / T
 

300) 系列标准进行粉尘和化学毒物检

测。 噪声依据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 部分:
噪声》 ( GBZ / T

 

189. 8—2007) 进行检测。 评价依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因

素》 (GBZ
 

2. 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 (GBZ
 

2. 2—2007)。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WPS

 

2022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

整理, 采用 SPSS
 

25. 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率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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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采用 χ2 检验, 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58 家企业中小型 8 家( 13. 79%)、
微型 50 家(86. 21%); 家具制造业 20 家(34. 4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1 家(18. 97%)、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9 家(15. 52%)、 金属制品业 7
家( 12. 0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 家

(8. 62%)、 汽车制造业 4 家(6. 90%)、 通用设备制造

业 2 家(3. 45%)。 58 家企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既往开展率均为 100. 00%。
2. 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58 家企业总人数 3

 

884
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共 1

 

915 人 (49. 30%)。 以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59. 46%)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占比最多。 接触噪声 1
 

355 人、 化

学毒物 850 人、 粉尘 550 人。 详见表 1。

表 1　 不同行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人(%)]

行业　 　 　 　 　 　 　 　 　 总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害人数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家具制造业 1
 

277 689 (53. 95) 342 (26. 78) 277 (21. 69) 553 (43. 3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04 323 (45. 88) 48 (6. 81) 209 (29. 68) 218 (30. 96)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708 421 (59. 46) 30 (4. 23) 156 (22. 03) 231 (32. 62)
金属制品业 423 209 (49. 41) 72 (17. 02) 44 (10. 40) 189 (44. 6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33 96 (22. 17) 17 (3. 92) 62 (14. 31) 59 (13. 62)
汽车制造业 211 119 (56. 39) 26 (12. 32) 80 (37. 91) 70 (33. 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8 58 (45. 31) 15 (11. 71) 22 (17. 18) 35 (27. 34)
合计 3

 

884 1
 

915 (49. 30) 550 (14. 16) 850 (21. 88) 1
 

355 (34. 88)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现场检测结果

2. 3. 1　 不同行业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

果　 监测点数 2
 

528 个, 合格点数 2
 

306 个, 合格率

91. 22%。 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合格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 001), 以化学因素监测点的合

格率最高 (98. 8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检测 合 格 率 最 高 ( 96. 97%)、 汽 车 制 造 业 最 低

(77. 14%), 不同行业间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P<0. 05), 且所有行业均以噪声检测合格率最

低。 见表 2。

表 2　 不同行业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个]

企业规模 / 行业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合计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
χ2 P

企业规模 2. 88 0. 090
　 小型 55 55 (100. 00) 1

 

875 1
 

853 (98. 83) 305 123 (40. 33) 2
 

235 2
 

031 (90. 87) 1
 

087. 98 <0. 001
　 微型 5 3 (60. 00) 245 243 (99. 18) 43 29 (67. 44) 293 275 (93. 39) 74. 03 <0. 001
行业 59. 49 <0. 001
　 家具制造业 0 0 915 912 (99. 67) 141 49 (34. 75) 1

 

056 961 (91. 00) 629. 95 <0. 00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 0 420 420 (100. 00) 56 21 (37. 50) 476 441 (92. 65) 283. 33 <0. 001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 0 395 388 (98. 23) 56 38 (67. 86) 451 426 (94. 46) 86. 40 0. 043
　 金属制品业 60 58 (96. 67) 　 85 78 (91. 76) 43 15 (34. 88) 188 151 (80. 32) 73. 34 <0. 00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 0 145 145 (100. 00) 20 15 (75. 00) 165 160 (96. 97) 37. 38 <0. 001
　 汽车制造业 0 0 50 44 (88. 00) 20 10 (50. 00) 70 54 (77. 14) 11. 70 0. 001
　 通用设备制造业 0 0 110 109 (99. 09) 12 4 (33. 33) 122 113 (92. 62) 68. 47 <0. 001
合计 60 58 (96. 67) 2

 

120 2
 

096 (98. 87) 348 152 (43. 68) 2
 

528 2
 

306 (91. 22)

2. 3. 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电焊烟尘(总尘)
个体检测浓度 CTWA(1. 35±1. 61) mg / m3、 定点检测浓

度 CSTE(3. 30±7. 93) mg / m3。 化学毒物苯、 甲苯、 乙

苯、 1,2-二氯乙烷、 三氯甲烷 (氯仿)、 三氯乙烯浓

度的检测合格率均为 100%。 噪声个体 Lex,8
 

h 为

(84. 17±5. 53)dB(A), 合格率 57. 80%; 工作场所定

点短时间检测 Lex,8
 

h / Lex,40
 

h 为(88. 76±5. 95) dB( A),

合格率 29. 71%。 见表 3。
2. 4　 职业病防护措施 　 调查结果显示, 防尘、 防

毒、 防 噪 设 施 设 置 率 分 别 为 70. 69%、 96. 55%、
81. 03%, 但有效率为 0、 1. 79%、 2. 46%。 防尘设施

设 置 率 较 低 的 为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40. 00%)、 皮 革 / 毛 皮 / 羽 毛 及 其 制 品 和 制 鞋 业

(44. 4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5. 45%) ;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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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个体 工作场所

浓 / 强度 检测点数(个) 合格点数[个(%)] 浓 / 强度 检测点数(个) 合格点数[个(%)]
电焊烟尘(总尘, mg / m3) 1. 35±1. 61 12 11 (91. 67) 3. 30±7. 93 12 11 (91. 67)
化学毒物(mg / m3)
　 苯 0. 15±0. 97 66 65 (98. 48) 0. 07±0. 01 66 66 (100. 00)
　 甲苯 2. 08±4. 63 93 93 (100. 00) 2. 73±8. 48 93 93 (100. 00)
　 二甲苯 (全部异构体) 3. 62±20. 40 83 82 (98. 80) 4. 56±15. 22 83 82 (98. 80)
　 乙苯 1. 09±5. 60 69 69 (100. 00) 1. 18±3. 90 69 69 (100. 00)
　 1,2-二氯乙烷 0. 02±0. 03 7 7 (100. 00) 0. 06±0. 07 7 7 (100. 00)
　 三氯甲烷 (氯仿) 0. 12±0. 13 11 11 (100. 00) 0. 19±0. 03 11 11 (100. 00)
　 三氯乙烯 1. 97±5. 18 17 17 (100. 00) 3. 27±9. 31 17 17 (100. 00)
　 正己烷 2. 65±16. 51 63 62 (98. 41) 11. 39±59. 48 63 62 (98. 41)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0. 12±0. 22 15 12 (80. 00) 0. 30±0. 51 15 13 (86. 67)
噪声[dB(A)] 84. 17±5. 53 173 100 (57. 80) 88. 76±5. 95 175 52 (29. 71)

毒 设 施 设 置 率 最 低 为 印 刷 和 记 录 媒 介 复 制 业

(81. 82%); 防噪设施设置率最低为皮革 / 毛皮 / 羽毛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5. 56%)。
个人防尘口罩、 防毒口罩 / 面罩、 防噪耳塞 / 耳罩

的发放率分别为 87. 93%、 84. 48%、 87. 93%, 有效

佩戴率分别为 7. 84%、 14. 28%、 9. 80%, 部分有效

率分别为 92. 16%、 83. 67%、 88. 24%。 防尘口罩发

放率较低为汽车制造业 (50. 00%)、 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 ( 60. 00%)、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 (77. 78%); 防毒口罩 / 面罩发放率最低

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3. 64%); 防噪耳塞 / 耳
罩发放率较低为汽车制造业(75. 00%)、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77. 78%)。
2. 5　 职业卫生培训 　 58 家企业中有 52 家企业负责

人接受过职业卫生相关培训, 培训率 89. 66%, 培训

率较低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75. 00%)、 印刷和记

录媒介复制业 (72. 73%); 54 家企业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接受过职业卫生培训, 培训率 93. 10%, 培训率

较低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75. 00%); 接害劳动者

培训总人数 1
 

180 人, 培训率 61. 62%, 培训率较低

的行业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3. 03%)、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7. 27%)、 家具制造

业 (56. 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68. 97%)。

3　 讨　 论

2022 年白云区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企

业 58 家, 以家具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皮革 / 毛皮 /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为主。 其中, 粉尘

危害集中在家具制造业, 化学毒物集中在汽车制造

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噪声在重点行业中均有

涉及。 提示有关部门应根据不同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加强风险评估和日常监督工作。

同时, 小微型企业人员流动性大, 劳动者文化程度不

高, 缺乏基本职业卫生培训;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不完善, 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 提示有关部门应加强

对小微型企业的监管和技术指导。
现场检测结果显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总合格

率 91. 22%, 汽车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合格率较低,
均<90%。 噪声接害率最高、 合格率最低(43. 68%);
个体和定点测量的 Lex,8

 

h / Lex,40
 

h 分别为(84. 17±5. 53)
dB(A)和 ( 88. 76 ± 5. 95) dB ( A), 超过职业接触限

值。 噪声为白云区工业企业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可能与相关行业的企业作业环境较差、 生产工艺相对

落后、 自动化程度较低等因素有关, 也与企业职业防

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和作业人员职业卫生防护意识不强

有关。 根据现场调查显示, 企业基本设有防尘、 防

毒、 防噪防护设施, 但有效率均< 10%; 防尘口罩、
防毒口罩 / 面罩、 防噪耳塞 / 耳罩发放率>80%, 但有

效佩戴率均< 15%, 提示防护措施中硬件设施的设

置、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不甚理想。 企业负责人

和卫生管理人员培训率较高, 但劳动者培训率较低

(61. 62%), 对作业工人的二次培训欠缺, 致使其防

护意识较差。
建议: (1)加强监管力度。 扩大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覆盖范围, 同时针对小微型企业开展重点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和专项整治工作, 通过查找问题、 制定

并落实整改措施, 预防和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2)加

强技术指导。 组织技术部门协助指导企业做好改革工

艺、 完善生产布局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等整改工作。
(3)加强对企业职业卫生负责人和管理人员、 劳动者

职业病防治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督促企业积极、 及时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项目申报, 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

素养和防护意识。
(收稿日期: 2023-02-14; 修回日期: 202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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