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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维修疏浚工劳动卫 生基本

情况调查报告

马鞍山市卫生防疫站 ( 24 30 0 0 )刘利云

我们于 1 9 9 3年 8 月对市政所属六个作业点进行 工人防护用 品主要为胶质连衣裤
、

鞋及清洗肥皂
、

了劳动卫生调查
,

以了解其对健康的危害
。

消毒液 ( 84 消毒液 )
。

但工人的卫生意识及卫生习惯较

1 概况 差
,

如工作间歇吸烟
、

喝茶无洗手
、

洗脸习惯
,

工作结

该所职工总数 25 人
,

其中管道维修疏浚管理工 束后工作服及皮肤清洗不及时
。

卫生设施如浴室
、

清洗

18 名
,

另有临时工 20 名
,

共同承担全市城区方圆 8
.

5 间不具备
,

未制订完善的安全卫生操作规程或制度
。

平方公里内
,

纵横 1 40 多公里长的污水管道系统及 2 监测内容及结果

7 00 0多个阴井维修疏浚工作
。

选择有代表性的六个点的维修井
,

采集井内污水

工人作业以人工操作方式为主
,

疏通
、

清理阴井内 做细菌总数
、

大肠菌群及最常见的致病菌— 沙门氏

及管道中堵塞的沉积腐败物
。

工人多立于井 口面对井 菌分析
,

同时测定水温
、

p H 值
,

用检气管法检测硫化

内操作
,

必要时进入井底甚至管内
,

连续工作时间一般 氢
、

二氧化硫
、

氨
、

氮氧化物
、

一氧化碳等污水水体可

为 10 至 30 分钟
,

个别情况要持续 2 至 4 小时之久
。

能散发出的废气成分
。

污水溢出大量有害气体
,

在井内
、

管道 内以及井 口 2
.

1 气象条件
、

水温
、

p H 值

散发
。

尤其在夏天高温
、

高湿的气象条件下
,

工人工作 气温 28 ℃
,

风速 0
.

s m /
s ,

湿度 50 %
,

污水温度

环境恶劣
。

面部及手部皮肤不可避免的接触污水
。

多年 (井内 ) 22 ~ 23 ℃
,

p H 值 7 ~ 9
。

来工人反映经常有皮疹
、

皮肤搔痒
,

皮肤稍有破损即会 2
.

2 污水及井内有害气体分析

化脓
,

恶心
、

腹胀
、

食欲减退及胃肠炎经常而普遍
,

工 见表 1 和表 2
。

作后常有头痛
、

头昏
、

胸闷等不适
。

表 1 有害气体检测结果 ( m g / m 3 )

编号 采样点 H Z S 5 0 : N H : N O
二

C O

1 3 号溢流 口 20 微量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 雨山路 口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微量 未检出

3 纺织厂 门前 未检出 20 10 未检出 未检出
4 富园路 口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微量

5 二铁厂路 口 未检出 未检出 微量 未检出 未检出

6 昭明路菜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表 2 污水微生物检出结果

编号 采样点 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 沙门氏菌

3 号溢流 口

雨山路 口

纺织厂门前

富园路 口

二铁厂门前

昭明路菜场

1
.

5 X 1 0 6

1
.

3 X 1 0 6

2
.

4 X 1 0`

1
.

4只 1 0 6

3
.

9 X 1 0 6

2
.

9 X 1 0 6

) 1 6 0 0 0

> 1 6 0 0 0

> 1 6 0 0 0

> 1 6 0 0 0

> 1 6 0 0 0

> 1 6 0 0 0

E 组

E 组

E 组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注
:

细菌总数单位为
:

个 / m l
,

大肠菌群单位为
:

个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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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道维修疏浚现场操作过程中
,

存在着较复

杂的职业危害
,

除体力劳动强度大
、

露天作业的不良气

象条件外
,

本次主要调查了污水及污水散发出的多种

有害气体对工人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
。

城区下水道内以生活污水为主
,

亦有少数地区有

部分工业区污水排入
。

污水中存在大量腐败的有机物

质
,

细菌极易繁殖
。

检验证实
:

细菌总数大于 10 万个

/ m l ; 代表致病菌可能存在的大肠菌群超过 16 0 00 个 /

L ; 并检出肠道致病菌沙门氏 E 组
。

工作中
,

手
、

面部

皮肤接触后
,

通过吃东西
、

吸烟进入消化道
,

导致各种

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

同时污水中细菌
、

寄生虫以及一些

化学物质可导致皮肤过敏
、

炎症感染
。

污水中物质的分解
,

产生多种有害气体
,

散发在管

道和阴井中
,

本次检测个别采样点空气中硫化氢浓度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下水管道维修疏浚工发生急性硫

化氢中毒屡有报道
,

应引起重视
。

4 预防措施建议

增添防毒面具 (供氧式 )
,

以防止在井内或管道内

工作时发生急性中毒
。

防护衣裤
、

鞋具要保持清洁
,

每

次用后要清洗
、

消毒
,

防止二次污染
。

制订安全卫生操

作制度
。

如井下操作时要先打开盖
,

充分通风后再进

入 ; 每次操作时间不宜过长
;

并避开高温
、

高湿天气等
。

工人应定期做健康检查
。

增设浴室
、

工具洗涤处理间等

卫生设施
。

(收稿
:

1 9 9 5一 0 2一 1 2 修回 1 9 9 5一 0 3一 0 8 )

联合收割机厂作业 岗位职 业

危害程度分级调查

佳木斯市职业病防治所 ( 15 4 0 0 2) 林 绍 臣 韩国 栋 苏建春 张金玲

为配合劳动制度改革
,

建立健全劳保措施
,

降低职

业危害程度
,

对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作业岗位进行了

职业危害程度分级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为具有 40 余年厂龄的中型

农机制造厂
。

选择铸造
、

机加
、

铆焊
、

热处理
、

总装
、

喷漆
、

电工和印刷等 9个车间岗位进行了体力劳动强

度
、

高温
、

粉尘和有毒物质测试 ; 按国家标准 《体力劳

动强度分级 G B s 8 6 9一 8 3 》
、

((高温作业分级 G B 4 2 0 0一

8 4》
、

《有毒作业分级 G B 1 2 3 3 1一 9 0》
、

((职业性接触毒物

危害程度分级 G B 5 o 4 4一 8 5》
、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

度分级 G B 5 8 1 7一 86 》 进行评定分级
。

2 结果

2
.

1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选择有代表性的车工
、

锻工
、

铆工
、

焊工
、

造型工
、

铲磨工
、

炉前工
、

配矽工
、

装卸工九个岗位
,

每个岗位

选身体健康的工人两名做工时记录并测肺总通气量
,

求出劳动时间率和能量代谢率
,

计算出劳动强度指标
,

确定体力劳动强度级别
。

劳动时间率为 31
.

19 % ~

9 3
.

1 3 %
,

能量代谢率为 1
.

7 一 3
.

49 大卡 / (分
·

米
, )

,

劳动强度指数为 1 3
.

31 ~ 2了
.

22
,

劳动强度分级多为 I

~ I 级 ( 7 9/ )
,

车工劳动强度最高达到 W级
。

2
.

2 高温作业分级

选择铸造
、

锻造
、

热处理
、

喷漆
、

锅炉五个车间 6

个岗位进行气温
、

气湿测试和劳动时间记录
,

确定高温

作业分级
。

岗位平均气温为 35
.

57 ~ 43
.

80 ℃
,

相对湿

度为 50 % ~ 93 %
,

劳动时间率为 50 % ~ 88 %
,

高温作

业分级多为 W级 (4 / 6)
,

锅炉车间司炉岗位仅为 l 级
。

2
.

3 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选择砂型
、

炉前
、

铲磨
、

配砂和电焊五个岗位进行

粉尘测试并各选两名工人连续两天测试肺总通气量
,

确定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

电焊作业为 I 级
,

铲磨和

砂型为 I 级
,

配砂和炉前为 l 级
。

2
.

4 有毒作业分级

选择铸造
、

喷漆
、

总装
、

电工
、

热处理及印刷六个

车间使用和产生有毒物质的 21 个岗位进行有毒物质

浓度测定并做工时记录
,

确定有毒作业分级
。

21 个监

测点有毒作业级别
,

0 级为 n 个
,

I 级 5 个
,

I 级 2

个
,

达到 I 级和 W 级的是铸造清洗
、

电焊和浸漆
。

3 结语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该厂存在职业危害因

素种类较多
,

有害作业岗位也较多
,

有的岗位职业危害

程度比较严重
。

该厂劳动强度多为 l
、

, 级
,

过去一般

认为车工为中等强度
,

本次测定结果为 W
,

主要是由于

车工的劳动时间率和能量代谢率较高
,

在制定劳动工

资制度时应予以考虑
。

高温作业工种中以炉前
、

锻造
、

热处理
、

喷漆等 4 个岗位危害比较严重
,

达到 W级
,

平

均气温达 40 一 43
.

90 ℃
,

粉尘作业配砂和炉前岗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