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问题制定相应干预对策。 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引导

司机提高对疾病的认识与自我保健能力， 改变其健康观念，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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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轴承企业 ３ 例职业性慢性苯中毒调查分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ａ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王昌松， 倪敏华， 方静

（无锡市滨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６２）

　 　 摘要： 某轴承企业 ３ 例慢性苯中毒调查结果显示， 长期

暴露在无有效工程学及个体防护的苯作业环境下可引起以白

细胞和 ／ 或中性粒细胞下降为主要表现的血液系统疾病。 提示

监管到位、 企业重视、 健康监护及诊断机构规范服务对防治

职业性慢性苯中毒至关重要。
关键词： 苯； 职业性慢性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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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７ ０２ ０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无锡市滨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职业健

康检查过程中发现某轴承制造企业 ３ 名疑似职业性慢性苯中

毒患者， 后经无锡市职业病诊断机构确诊为职业性慢性苯中

毒。 检测工作场所苯浓度， 分析该起事件的原因， 探讨职业

性苯中毒防控措施。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某轴承制造企业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发

现并被确诊的 ３ 例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病例及该企业职业卫生

现场资料。
１ ２　 方法

对企业进行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收集病例的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 年龄、 工种、 累计接触工龄； 综合分析工作场所

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以及职业健康监护资料。
２　 结果

２ １　 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主要加工微型小口径轴承， 属于

外商合资企业。 生产区与办公区间隔有缓冲间， 一楼车间为

滚珠研磨区， 有生产职工 ７６ 名， 设有轴承滚珠精研等岗位，
无苯作业， 主要危害因素为噪声。 二楼为清洗与装配区， 含 １
个清洗区、 ３ 个装配区及 １ 个质检区， ５ 个区域间有敞开的门

连通， 总面积约 ７００ｍ２， 有生产职工 ２３６ 人， 设有轴承组装、

清洗、 音检等生产岗位， 主要化学危害因素为含苯清洗液

（无法提供化学成分信息）， 车间无新风系统， 采用内循环密

闭空调保证车间恒温， 工作时职工统一着装， 清洗岗位 ７ 名

男性职工， 佩戴有半面型呼吸防护器 （活性炭滤芯）， 其余岗

位佩戴一次性无纺布口罩。 工人每天工作 ８ ｈ， 每周工作 ５ ～
６ ｄ， 每周不超过 ４８ 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企业委托我中心对作

业场所空气苯系物 （苯、 甲苯、 二甲苯） 浓度进行检测。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５ 个检测点中 ３ 个检测点均检出苯 （ＳＴＥＬ）， 浓

度为 ３ ２～５ ３ 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设 ６ 个检测点， 检测出苯

浓度 １ ５～１２ １ ｍｇ ／ ｍ３， 其中 １ 个点苯浓度超标；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设 ４ 个检测点， 苯含量均低于检出限 （＜０ ４６ 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个检测点苯浓度 １ ６～ ３ ２ ｍｇ ／ ｍ３。 ４ 年来均未检出甲苯、
二甲苯 （检出限甲苯＜０ ３６ ｍｇ ／ ｍ３、 二甲苯＜１ ４ ｍｇ ／ ｍ３）。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２０１２ 年 ７—８ 月该企业一线职工到我单位进行了职业健康

检查， 血常规 ＷＢＣ＜４ ５×１０９ ／ Ｌ 和 ／或中性粒细胞 （ＮＥＵＴ） ＜
２ ０×１０９ ／ Ｌ 和 ／或 ＰＬＴ＜８０×１０９ ／ Ｌ 者 ４３ 人， 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进

行了复查， ２４ 名职工恢复到正常水平。 １９ 名未恢复至正常的

职工到无锡市 ５ 家医疗单位进行 ３ 个月随访观察， 每 ２ 周复查

一次血常规。 结果显示 １６ 名职工 ＷＢＣ、 ＰＬＴ、 ＮＥＵＴ 均恢复至

正常值范围。 但仍有 ３ 名职工 ＷＢＣ 和 ／或 ＮＥＵＴ 低于正常参考

值， 为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疑似病例。 ３ 名职工进入职业病诊断

流程并最终由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为职业性慢性轻度

苯中毒。 ３ 例患者均为女性， 同期入职从事轴承组装工作， 年

龄分别为 ４４、 ４５、 ４９ 岁， 工龄 １５ 年， 无岗前健康监护资料，
血常规以 ＷＢＣ＜４ ０×１０９ ／ Ｌ、 ＮＥＵＴ＜２ ０×１０９ ／ Ｌ 为主， ＰＬＴ 等无

明显变化。 ３ 例 ＷＢＣ 平均值为 ３ １３×１０９ ／ Ｌ， 最低为 ２ ２×１０９ ／ Ｌ；
ＮＥＵＴ 平均值为 １ ８５×１０９ ／ Ｌ， 最低为 １ ２×１０９ ／ Ｌ。 病例尿常规、
腹部 Ｂ 超、 肝功能无异常， 一般情况尚可， 均无特殊临床表现。
３　 讨论

本起慢性职业性苯中毒为本区近年来首次报告群发性慢

性苯中毒事件。 企业使用含苯清洗液， 清洗区敞开式作业，
生产车间作业环境密闭且无有效通风换气， 职工防护不到位

均是造成该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该企业车间轴承组装区、
清洗区与音检岗位处于连通状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在多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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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空气中检测出苯， ２０１０ 年检测苯浓度最高。 不同岗

位苯浓度检测结果有所差别， 轴承装配车间高于清洗岗位，
ＳＴＥＬ 最高达 １２ １ ｍｇ ／ ｍ３。 ３ 例均处于轴承装配岗位， 且无有

效个人防护。 该企业清洗岗位的 ７ 名工人佩戴半面型活性炭

滤芯口罩， ２０１２ 年职业健康监护中未见血常规异常， 说明有

效的职业防护对预防职业病发生至关重要。
轴承清洗液或机械润滑液中含有苯、 甲苯、 二甲苯非个

别现象， 如 ２０１１ 年某油泵油嘴企业清洗岗位作业环境中检测

出苯， 但企业往往对此类作业场所工程防护及个人防护不予

重视。 此外， 敞开式喷漆等含苯系物作业场所大量存在， 滨

湖区作业场所混苯 （苯 ／甲苯 ／二甲苯） 检出率为 ４４ ６４％， 苯

检出率最高达 １４％ ［１］ ， 限于现场检测技术及检测手段， 作业

职工真实苯系物暴露水平应该高于上述数据［１，２］ ， 我区企业再

次发生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的风险很大。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起， 该企业老厂区所有轴承研磨、 清洗用有

机溶液及润滑液已替换成无苯及苯系物溶液， 并向相关供货

商索证存档。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该企业搬迁至本区某工业园新厂区，
投产前进行了建设项目预评价， 轴承清洗室、 装配室分区隔

离密闭， 配备有通风换气设施。 企业承诺规范职业危害管理，

建立职业病防治档案， 招聘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ＨＥＳ） 专

职人员， 落实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严格按照国家 《职业病防

治法》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工伤保险条例》 等法律法

规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该企业组织职工岗前

体检 ４９ 人、 在岗体检 １００ 人、 离岗体检 ３６ 人， 未发现疑似职

业病及职业病病人。 该企业职业危害因素防治工作及职业病

预防工作从 “质”、 “量” 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该起事件提示， 企业重视职业卫生工作并持续改进， 监

管部门根据地区危害因素进行重点监管， 采取有效手段进行

一级预防； 企业按照法规定期开展健康监护并按规程复检，
健康监护机构发现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 企业落实处置，
诊断机构及时定诊职业病的二级预防； 发生职业病时企业不

推卸社会责任， 及时救治病人的三级预防。 上述三个层次的

综合防控措施对于职业病防治均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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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职业危害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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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龙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２３）

　 　 摘要： 对无锡市 ４７ 家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现

状调查分析发现， 该类企业大部分为小微型企业， 生产工艺

简单， 工作场所粉尘及毒物检测合格率为 ６０ ４０％， 噪声合格

率 ３８ ５３％， 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普遍较低。 提示对

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须重点整治， 改造职业病防护措施， 以

有效遏制电焊工尘肺高发态势。
关键词： 电动车车架； 电焊工尘肺； 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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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无锡市尘肺发病行业也随

之发生改变， 传统的矽肺和煤工尘肺呈下降趋势， 电焊工尘

肺呈急速上升趋势， 主要来自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 新发病

例发病年龄更轻， 平均发病年龄 （４１ ０８±５ ８０） 岁； 接尘工

龄更短， 平均发病工龄 （１０ １１±３ ２６） 年［１］ 。 为掌握本市电

动车车架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发生规律和分布特点，
我们对该类生产企业的职业卫生现状进行了调查。
１　 资料与方法

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无锡地区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

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中新诊断为电焊工尘肺病例所在的

１５ 家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 并在本市 “感知安全生产管理系

统” 中检索相关 ４７ 家单位 ２０１５ 年度无锡市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现状普查信息。
本次普查前期经过调研、 讨论， 编制统一调查表。 调查

表内容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危害申

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健康监护以及 “三同时” 执

行情况、 生产工艺过程、 危害因素空间分布、 危害因素接触

人数等。 调查人员均经培训， 以小组为单位， 逐家走访、 现

场普查并填写普查表， 企业确认后签字、 盖章。 调查结果通

过 “无锡市感知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录入并审核。 查阅部分

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分析电动车

车架生产的原辅材料、 生产工艺流程。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无锡市各职业病诊断机构共诊断电动车车

架生产企业电焊工尘肺新病例 ５２ 例。 本次普查共调查电动车

车架生产企业 ４７ 家， 均为私营企业， 按企业规模分类， 微型

２５ 家、 小型 ２０ 家、 中型 ２ 家。 职工总数 １ ２４２ 人， 其中女工

２８６ 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８５９ 人， 占 ６９ １６％； 其中接触

粉尘 ５５７ 人 （６４ ８４％）， 除电焊工尘肺外尚未发现其他职业

病病例。

·５３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第 ３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