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现场作业点检测苯、 二甲苯浓度的超标率分别为 １０％、
３０％， 虽然此结果不能代表历年有害物质浓度情况， 但说明

涂装工接触的苯、 二甲苯存在超标现象。 （２） 苯及其同系物

检测结果大部分未超标， 个别超标倍数并不高， 但不可忽视

毒物低浓度长期接触的毒性作用［２］ 。 （３） 在受限空间船舱内

涂装作业， 产生的漆雾不易扩散， 无论船舱大小， 涂装时仅

设一套排风装置， 舱内单位时间换气次数较少， 不能及时排

出有害物质。 （４） 船舱内仅设置排风装置， 未设送风装置，
机械通风效率不高， 易造成毒物蓄积。 （５） 船体各船舱紧密

相连， 相邻船舱同时进行涂装作业时， 通过排风将舱内部分

有害物质排出， 但周围涂装作业点多， 在进风时又将周围受

漆雾污染的空气送入舱内， 形成二次污染。 （６） 个人防护用

品佩戴不合格， 部分工人仅在喷漆作业时佩戴防毒面具而忽

视补漆工序时的个人防护。 防毒面具的滤毒盒每月更换一次，
更换周期较长。

为有效预防职业中毒发生，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造

船中尽量多采用分段制造工艺， 涂装喷漆采取自动化、 密闭

化工艺， 减少受限空间舱内作业。 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

下， 适当开工艺孔， 以便增加舱内外空气流通， 降低毒物浓

度。 （２） 采用无毒或低毒的原辅材料， 并索取化学品安全数

据说明 （ＭＳＤＳ） 资料， 采用无苯溶剂替代含苯溶剂， 避免工

人接触苯。 （３） 船舱内作业应尽量采用送、 排风形式， 而不

是单纯的排风， 增强通风效果。 （４） 相邻船舱尽量不要同时

进行涂装作业， 防止船舱间有害物质的叠加作用。 （５） 作业

现场应配备数量充足的移动式送、 排风装置， 同时配备净化

过滤器［３］ ， 大船舱应根据换气次数的要求设置多台送、 排风

装置。 将空气通过送风管道输入舱内作业面工人呼吸带， 排

风管道设在舱内近地面处， 使舱内形成上送风下排风的通风

模式， 并避免排风经过工人的呼吸带。 （６） 企业严格监督检

查工人防毒面具佩戴情况， 应根据工作量及滤毒盒是否失效，
灵活调整更换周期。 增加防护用品的配备， 如为涂装工配备

隔离防护服和全送风防护头盔。 建立完善的工间休息制度，
每小时在空气流通的场所休息 １０～ ２０ ｍｉｎ。 （７） 企业加强职

业卫生管理， 每年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动

态分析危害因素的变化情况， 为进一步采取控制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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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红， 刘国强， 张艳娥， 王孟查

（石家庄市职业病防治院， 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１）

　 　 摘要： 对石家庄市９ ０３９家职业病危害企业进行问卷调

查， 了解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业卫生管理现状。 结果显

示， 小型企业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的实施率低于大、 中型

企业，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石家庄市职业病危害

企业主要分布在私有小型企业及纺织行业。 企业应加强职业

卫生管理各项指标的实施，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

力度。
关键词： 职业病危害； 职业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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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１７
为了解石家庄市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业卫生管理现

状， 我们对石家庄市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进行

了调查研究， 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按照石家庄市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业病危害企

业申报系统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 中的企业名单， 共计

９ ０３９家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统一制定的调查表， 调查人员到现场采集企业基本

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 职业卫生管理与组织、 各项职

业卫生管理制度等资料。
采用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８ 建立数据库， 进行数据录入及导出，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的比较

采用 χ２ 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企业的规模分布

调查企业中， 小、 中、 大型企业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

９６ ４％、 ３ ０％和 ０ ６％。 小型企业生产工人 ２２４ ７３０人， 占

５８ ３％， 平均每家企业生产工人 ２６ 人； 中型企业９８ ９５０人，
占 ２５ ６％， 平均每家企业生产工人 ３６８ 人； 大型企业６２ ０９７
人， 占 １６ １％， 平均每家企业生产工人１ １７２人。
２ ２　 企业经济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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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市职业病危害企业中私有经济企业数量居首位，
占 ８６ ６％， 其生产工人数最多， 为２３８ ７７０人， 占总人数的

６１ ９％， 见表 １。
表 １　 石家庄市职业病危害企业经济类型分布

经济类型
企业 生产工人

数量（家） ％ 人数 ％

私有经济 ７ ８２３ ８６ ６ ２３８ ７７０ ６１ ９

集体经济 １ ０６６ １１ ８ １０４ ６０５ ２７ １

国有经济 ８９ １ ０ ３０ １８１ ７ ８

外商经济 ３２ ０ ３ ３ ７７９ １ ０

港澳台经济 ２２ ０ ２ ８ ２７０ ２ １

不详 ７ ０ １ １７２ ０ １

合计 ９ ０３９ １００ ３８５ ７７７ １００

２ ３　 企业行业分布

９ ０３９家企业共涉及 ４６ 个行业， 其中纺织业、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的企业数量和生产人数均位居

前三位。 见表 ２。

表 ２　 石家庄市职业病危害企业行业分布

行业
企业 生产工人

数量（家） ％ 人数 ％

纺织业 １ ２４８ １３ ８ ６７ ０８５ １７ ４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６３５ ７ ０ ３２ ８２５ ８ ５
金属制品业 ５８５ ６ ５ ２５ ４７５ ６ ６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５４８ ６ １ １３ ２６２ ３ 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５３４ ５ ９ １７ １１５ ４ ４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４６２ ５ １ ２６ ８７９ ７ ０

２ ４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

在调查统计的 １４ 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中， 各企业制定个

人防护用品发放和使用制度、 设置警示标识和劳动合同中有职

业病危害告知内容的实施率居前三位， 分别为 ４２ ５％、 ３７ ８％
和 ３１ ７％； 建立监测与评价管理制度并实施、 制定职业健康检

查制度并实施、 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的比例居末四位， 分别为 ３ ５％、 ４ ６％、 ５ ７％和 ５ ８％；
其中小型企业在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中均低于大、 中型企业

及各指标的平均水平。 详见表 ３。

表 ３　 石家庄市不同规模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指标
大型 （５３ 家） 中型 （２６９ 家） 小型 （８ ７１７家） 合计

数量（家） ％ 数量（家） ％ 数量（家） ％ 数量（家） ％

制定个人防护用品发放和使用制度 ４０ ７５ ５ ２０６ ７６ ６ ３ ６００ ４１ ３ ３ ８４６ ４２ ５

设置警示标识 ３８ ７１ ７ １９５ ７２ ５ ３ １８６ ３６ ５ ３ ４１９ ３７ ８

劳动合同中有职业病危害告知内容 ３５ ６６ ０ １８６ ６９ １ ２ ６４８ ３０ ４ ２ ８６９ ３１ ７

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３７ ６９ ８ １７７ ６５ ８ ２ ４４５ ２８ ０ ２ ６５９ ２９ ４

操作规程含有职业卫生内容 ３４ ６４ ２ １５７ ５８ ４ ２ ３２４ ２６ ７ ２ ５１５ ２７ ８

配备专（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３８ ７１ ７ １５９ ５９ １ ２ ３１５ ２６ ６ ２ ５１２ ２７ ８

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制 ３５ ６６ ０ １７１ ６３ ６ ２ ３０３ ２６ ４ ２ ５０９ ２７ ８

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管理制度 ３８ ７１ ７ １７５ ６５ １ ２ ２９４ ２６ ３ ２ ５０７ ２７ ７

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３２ ６０ ４ １５３ ５６ ９ ２ １１７ ２４ ３ ２ ３０２ ２５ ５

制定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计划 ３１ ５８ ５ １４３ ５３ ２ １ ３７４ １５ ８ １ ５４８ １７ １

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１７ ３２ １ ５２ １９ ３ ４５１ ５ ２ ５２０ ５ ８

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１６ ３０ ２ ５３ １９ ７ ４４３ ５ １ ５１２ ５ ７

制定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并实施 ２１ ３９ ６ ９７ ３６ １ ２９６ ３ ４ ４１４ ４ ６

建立监测与评价管理制度并实施 ２２ ４１ ５ ８３ ３０ ９ ２０９ ２ ４ ３１４ ３ ５

注： 经 χ２ 检验， 大型与中型、 中型与小型企业间各项职业卫生指标开展或实施率比较， 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结果显示， 石家庄市小型企业数量及生产工人数、 私有

经济企业数量和生产工人数均居首位； 纺织业和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两大行业集中了调查企业 ２５ ９％的生产工人，
是全市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行业， 也是石家庄市职业病高发

的行业。 从近几年职业病网络直报数据分析来看， 石家庄市

新发职业病涉及 ３３ 个行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发病

例数居首位， 占职业中毒总例数的 ４７ １７％。 小型企业、 私有

经济企业由于资金投入、 成本效益及企业规模限制， 只注重

经济效益而对职业卫生管理重视不够， 加上人员流动频繁，
缺乏有效监管， 职业健康监护难以覆盖， 导致新发职业病上

报率低， 其职业危害的不可预见性明显增加， 对健康的影响

难以估计和控制， 职业病防治工作开展难度大。
职业卫生管理调查结果显示， 各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普遍较差， 尤以小型企业严重， 对不同规模企业中职业卫生

管理指标开展或实施率进行 χ２检验， 在大、 中、 小型企业之

间基本呈现出随着企业规模减小， 职业卫生管理指标开展或

实施率逐渐降低的趋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调查

企业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的开展或实施率平均为 ３ ５％ ～
４２ ５％， 低于中山、 广州等地的调查结果［１，２］ 。 本次调查显

示， 制定个人防护用品发放和使用制度、 设置警示标识等涉

及制度建立的指标实施率较高； 一些需要具体实施并定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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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指标实施率较低， 如建立监测与评价管理制度、 制定职

业健康检查制度等。 资料显示［３］ ， 石家庄市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率为 １９ ４％， 竣工验收率 １４ ９％， 均偏低， 与本

次调查的中型企业预评价实施率 （１９ ３％） 基本相符， 但小

型企业明显偏低 （５ ２％）。 分析其原因一是小型企业多为县

属企业， 政府部门存在地方保护主义，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阻

力较大， 企业负责人对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缺乏了解和重视。
二是涉及成本投入问题， 中小型企业以短期盈利为目的， 为

了减少成本开支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

对企业职业卫生的监管， 尤其是对小型企业的监管， 加大对

监测与评价管理制度、 职业健康检查等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具

体实施情况的监管力度。 强化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主体责任

意识， 真正建立起用人单位负责、 行政机关监管、 行业自律、
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有效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切

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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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 ４７６２ 家企业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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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淄博市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已

申报４ ７６２家， 主要分布在淄川区、 临淄区和周村区。 共有

１ ９５５例职业病， 主要分布在博山区、 周村区和高青县。 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１３１ ５５０人， 集中在制造业， 主要分布于中、
小型企业。 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 高温、 矽尘

等。 应加强重点行业、 重点人群的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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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是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 医药生产基地和建材产

区， 职业病危害严重， 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情况对了解

淄博市职业病危害现状至关重要。 为了解淄博市职业病危害

现状和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 本研究对淄博市４ ７６２家职业病

危害申报企业的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调查资料来源于淄博市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申报与备

案管理系统” 中进行申报的４ ７６２家企业， 调查时间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以双录入法控制录入质量， 将申报资料录入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生成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构成比

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检验水准a＝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４ ７６２家已申报企业共有劳动者３６１ ５７８人， 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工人１３１ ５５０人， 占总数的 ３６ ３８％， 其中接触化学物

质类４４ ６１９人， 粉尘类６８ １４１人， 物理因素８４ ９３０人， 放射性

因素 ４０４ 人。 职业病患病人数１ ９５５例， 患病率 １ ４９％。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地区分布

淄博市辖 ５ 区 ３ 县、 １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的企业以淄川区、
临淄区和周村区分布最多， 分别占 ２２ １％、 １５ ９％和 １４ ９％；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以临淄区、 桓台县和淄川区分

布较多， 分别占全市接害总人数的 ２０ ２％、 １４ ８％和 １４ ６％；
１ ９５５例职业病人以博山区、 周村区和高青县分布较多， 分别

占 ３０ ０％、 １８ ０％和 １６ ６％。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
劳动者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在不同地区分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０ ６９９ ７， Ｐ＜０ ０１）。 见表 １。
表 １　 淄博市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的地区分布

地区　 企业总数 劳动者人数
接触职业病

危害人数
职业病例数

淄川区 １ ０５２ ７４ ５０６ １９ ２６１ １９

张店区 ６２０ ３３ ４３６ １６ ３５８ ７４

博山区 ３９６ ３５ ５２９ １０ ４４３ ５５３

临淄区 ７５７ ６１ １５７ ２６ ６４２ １５９

周村区 ７０９ ３５ ０６９ １１ ８９９ ３３８

桓台县 ３９５ ４４ ４１３ １９ ５４４ ８０

高青县 １８０ １６ ４７１ ６ ４０１ ３９６

沂源县 ２６２ ２８ ３８２ ７ ５８１ ９５

高新区 ３２７ ２９ ２９８ １２ ３６４ ２２８

文昌湖区 ６４ ３ ３１７ １ ０５７ １３

合计 ４ ７６２ ３６１ ５７８ １３１ ５５０ １ ９５５

２ ３　 职业病危害企业规模分布

根据国家经委等部门所颁布的 “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

标准” 划分企业规模。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 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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