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讨论

３ １　 本调查选择工业门类齐全、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多、 职

业病发病相对严重的老工业城市淄博地区中小规模企业为研

究对象， 在掌握其职业病疾病谱及发病规律、 职业卫生管理

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通过对煤电、 机械、 轻工和化工等有

代表性行业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职业卫生知晓情况和健康促进

需求情况的调查， 了解用人单位和职工的需求， 并对其中某

小型化工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干预， 通过

国内权威机构组织国家级专家现场评审验收和政府公共卫生

专业机构的问卷调查对干预效果进行效果评价， 探索中小企

业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的模式， 寻找出一套政府组织、 企业实

施和专业支持的低投入、 高收益的保护中小企业职业人群的

新途径， 为政府制定防治对策和用人单位制定防控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对国内相似城市和地区中小企业开展工作场所健

康促进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２］ 。
３ ２　 本调查的应用推广及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 摸清了淄博市职业病疾病谱及发病情况， 了解了用

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２） 了解部分中小企业职业卫生

知晓情况和健康促进需求情况； （３） 成功打造了全国中小微

型化工企业健康促进企业示范单位； （４）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

环境状况及生活环境显著改善， 企业职工职业病预防和健康

意识明显提高； （５） 试点企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 ／
强度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 （６） 试点企业职工因病伤缺

勤工时比例下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节约相关支出 ２５０ 万元； （７）
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３ 年来新增产值

３７０ 万元。
本调查在摸清淄博地区职业病疾病谱及发病情况的基础

上， 对部分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并在试点企业进行 ＷＨＰ 干预，
成功探索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小企业的 ＷＨＰ 模式， 以实践证

明 ＷＨＰ 是防控职业病， 提高产业人群健康水平， 投入少、 见

效快、 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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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１６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苯危害企业信息和工人

职业健康检查等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该区苯危害企业

以私有、 小型制造业为主， ６９ 处工作场所苯浓度均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 ３ ６１９ 名接苯工人血常规异常率为 ４ ８６％， 女性高

于男性且呈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趋势， 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

病检出率为 ０ ９１％和 ０ １９％。 提示长期接触低浓度的苯仍会

对工人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应加强该区私有、 小型制造业

的苯危害企业职业卫生监测工作及其接苯工人的健康监护，
合理组织劳动， 保护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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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职业病发病分析显示， 慢性苯中毒

占慢性职业中毒总例数的 ２６ ７２％， 居首位； 引起急性职业中

毒的毒物， 苯排在第三位［１］ ， 天津市职业性急、 慢性苯中毒

防治形势较为严峻。 为了预防、 控制苯的职业危害， 保护劳

动者的健康， 本文对天津市滨海新区 ２０１６ 年苯的监测资料进

行分析和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天津市滨海新区 ２０１６ 年苯危害监测工作资料， 包括 １２７
家苯危害企业基本情况， ３ ６１９ 名接苯工人 ２０１６ 年在岗期间职

业健康检查资料。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苯危害企业基本信息　 通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收集

滨海新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１２ 月 ３１ 日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表， 主要包括行业、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和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等企业基本信息。
１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 　 依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确定接苯工人的检查项目， 参照 《职业性

苯中毒诊断标准》 （ＧＢＺ ６８—２０１３） 确定各检查项目异常结果

判定标准。 采用常规 １２ 导联的心电图进行检查， 诊断标准参

照 《临床心电图学》 第 ６ 版。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 建立数据库，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符合正态分布数据以ｘ±ｓ 表示， 不同组间率的差异比较采

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苯危害企业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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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家苯危害企业以制造业为主， 占 ７６ ３８％； 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以较重为主， 占 ７０ ８７％； 企业规模以小型为主，
占 ４４ ８８％； 经济类型以私有经济为主， 占 ４８ ０３％。 检测工

作场所 ６９ 处， 检测合格率为 １００％。 见表 １。
表 １　 天津市滨海新区苯危害企业基本情况 家 （％）

行业 企业数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严重 较重 一般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国有 集体 私有 港澳台 外商

检测工作

场所数

采矿业 ３ （２ ３６） ２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６

制造业 ９７ （７６ ３８） １７ ６６ １４ １２ ３７ ４１ ７ ９ １ ４１ ５ ４１ ５２

建筑业 ２ （１ ５７）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６ （４ ７２） ０ ６ ０ ０ ４ ２ ０ １ ０ ５ ０ ０ ２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 （１３ ３９） ０ １４ ３ ０ ３ １２ ２ １ １ １２ １ ２ 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 （０ ７９）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０ ７９）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２

合计
１２７

（１００ ００）
１９

（１４ ９６）
９０

（７０ ８７）
１８

（１４ １７）
１５

（１１ ８１）
４６

（３６ ２２）
５７

（４４ ８８）
９

（７ ０９）
１３

（１０ ２４）
２

（１ ５７）
６１

（４８ ０３）
６

（４ ７２）
４５

（３５ ４３）
６９

（１００ ００）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２ ２ １　 基本情况 　 ３ ６１９ 名接苯工人中男性 ３ ２８５ 例

（９０ ８％）、 女性 ３３４ 例 （９ ２％）， 年龄 １６ ～ ６９ （３２ ３ ± ９ １）
岁， 苯接触工龄 ０ ５ ～ ４０ （８ ３±８ ０） 年。 受检人员主要工种

涉及涂装工、 胶粘工、 调漆工、 喷漆工等。 ３ ６１９例接苯工人

中血常规异常 １７６ 例 （４ ８６％）、 高血压 ２９１ 例 （８ ０４％）、 心

电图异常 ２３９ 例 （６ ６０％）、 职业禁忌证 ３３ 例 （０ ９１％）、 疑

似职业病 ７ 例 （０ １９％）。
２ ２ ２　 血常规检查结果 　 女性工人血常规、 ＷＢＣ、 Ｈｂ、 中

性粒细胞 （Ｎ） 异常率高于男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ＲＢＣ 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同年龄组血常规、

ＲＢＣ、 Ｈｂ 异常率随年龄的增长呈增长趋势，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５）， ＷＢＣ、 Ｎ 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同工

龄组血常规各指标异常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２～４。
　 表 ２　 不同性别接苯工人血常规异常检出情况 例（％）

性别 受检人数 血常规 ＷＢＣ ＲＢＣ Ｈｂ Ｎ

男 ３ ２８５ １３１ （３ ９９） ３９ （１ １９） ３７ （１ １３） １３ （０ ４０） ８２ （２ ５０）

女 ３３４ ４５ （１３ ４７） １７ （５ ０９） ４ （１ ２０） ２７ （８ ０８） １５ （４ ４９）

χ２值 ５８ ９５４ ３０ ３０９ ０ ００ １５６ ９８２ ４ ６２５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２

表 ３　 不同年龄组接苯工人血常规异常检出情况 例 （％）

年龄 （岁） 受检人数 血常规 ＷＢＣ ＲＢＣ Ｈｂ Ｎ

１６～３０ １ ９９８ ７５ （３ ７５） ３０ （１ ５０） ８ （０ ４０） １１ （０ ５５） ５５ （２ ７５）

３１～４０ ８９５ ３８ （４ ２５） １１ （１ ２３） ３ （０ ３４） １１ （１ ２３） ２３ （２ ５７）

４１～５０ ５５０ ４７ （８ ５５） １４ （２ ５５） １６ （２ ９１） １７ （３ ０９） １６ （２ ９１）

５１～６９ １７６ １６ （９ ０９） １ （０ ５７） １４ （７ ９５） １ （０ ５７） ３ （１ ７０）

χ２值　 ２８ ９７０ ４ ５７３ １０３ ２６９ ２６ ０５４ ０ ８３５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１８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８４１

表 ４　 不同工龄组接苯工人血常规异常检出情况 例 （％）

工龄 （年） 受检人数 血常规 ＷＢＣ ＲＢＣ Ｈｂ Ｎ

＜３ ８９８ ５１ （５ ６８） １７ （１ ８９） １２ （１ ３４） ７ （０ ７８） ３４ （３ ７９）

３～５ ９５０ ４０ （４ ２１） １５ （１ ５８） ９ （０ ９５） ９ （０ ９５） ２４ （２ ５３）

６～８ ６３８ ３４ （５ ３３） １２ （１ ８８） ５ （０ ７８） １２ （１ ８８） １５ （２ ３５）

９～１１ ４０２ ２０ （４ ９８） ５ （１ ２４） ６ （１ ４９） ４ （１ ００） １２ （２ ９９）

≥１２ ７３１ ３１ （４ ２４） ７ （０ ９６） ９ （１ ２３） ８ （１ ０９） １２ （１ ６４）

χ２值 ３ ０９０ ３ ０８９ １ ８４５ ４ ６４５ ７ ７２９

Ｐ 值 ０ ５４３ ０ ５４３ ０ ７６４ ０ ３２６ ０ １０２

３　 讨论

天津市滨海新区苯危害以私营、 小型制造业企业为主。
国内多项苯的专项调查显示， 私营、 小型企业是油漆、 涂料

和粘胶等含苯原料的主要使用者［２］ ， 也是苯中毒高发地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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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理的薄弱区， 因此应强化私营、 小型企业的职业病危害

防范意识， 提高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 ６９ 处工作场所中检测的苯浓度均未超过

国家规定的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值， 但 ３ ６１９ 例接苯工人的血

常规异常率为 ４ ８６％， 与天津市 ２０１６ 年重点职业病监测中苯

监测结果一致［３］ 。 同时检出有高血压和心电图异常者， 提示

长期接触低浓度的苯可能会对工人血常规、 血压和心电图产

生影响。
本次调查显示， 女性苯作业人员血常规、 ＷＢＣ、 Ｈｂ、 Ｎ

异常率均高于男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女性比男性

对苯更为敏感， 更容易受到苯的损害， 这与女性易感性强、
生理周期、 机体免疫力差等因素有关［４］ 。 因此企业应尽量少

安排女性从事苯作业劳动， 以保护女工的身体健康。 血常规、
ＲＢＣ、 Ｈｂ 异常率随年龄的增长呈增加趋势， 不同工龄组血常

规各指标异常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原因可能为 （１） 企业

定期安排在岗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有助于及时发现异常并作

出相应的处理； （２） 私营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大部分为农民工，
流动性大。 血常规变化与年龄、 工龄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观察。

综上， 天津市滨海新区苯危害企业在今后工作中应改革

生产工艺， 用低毒或无毒的原料代替苯， 并采取有效的通风

排毒措施， 进一步降低工作场所苯浓度； 定期开展作业场所

苯的职业卫生监测和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 在环境监测结

果合格的基础上， 加强工人个人防护措施， 为工人配备有效

的个人防护用品并要求正确佩戴。 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加强对

低浓度苯作业工人的监护工作， 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异

常检出情况有针对性的对接苯工人进行健康教育， 对于职业

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 做出相应的

医学处理。 由于生产环境中苯的浓度不能代表机体接触的实

际情况， 不同企业、 工人的职业安全防护意识和防护措施不

同， 应综合考虑工人的性别、 工龄、 作业时间、 接苯方式、
个体敏感性及毒物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对机体蓄积作用的差

异等， 合理组织生产劳动， 减少工人接触时间， 必要时进行

岗位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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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工职业卫生服务享受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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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旭东， 高金鑫， 孙立伟， 王悦， 申海旺

（北京市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摘要：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 对劳务派遣工职业卫生服

务享受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显示， 在职业卫

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培训及实施、 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等

方面， 与同车间工作的合同制工人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在签订劳动合同及告知接触职业病危害、 缴纳工伤

保险、 定期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组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等方面， 劳务派遣工享受职业卫生服务情况低于合同制工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提示劳务派遣公司依法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不到位， 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监管。
关键词： 劳务派遣工； 职业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９４－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１４
劳动者依法享受职业卫生服务， 国内相关文献从不同行

业、 企业规模、 接害因素、 作业工种等方面进行研究报

道［１～３］ ， 但主要针对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工人， 涉及劳务派遣工

的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对劳务派遣工的职业卫生服务享受情

况进行调查， 旨在研究这一用工形式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
促进 “人人享有职业卫生” 目标的实现，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权益， 为相关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完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

技术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以 ３ 家用人单位的劳务派遣工作为观察组， 共 １５３ 人； 将

同车间的合同制工人 ２４３ 人作为对照组。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

法， 自行编制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职业卫生

服务享受情况、 职业卫生知识与服务知晓情况。 正式调查前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依据预调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问

卷。 调查采用自填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所有问

卷均由调查员现场逐项审核， 确认无误的交由专人保存。 采

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问卷双人录入， 统计方法采用卡

方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调查人群基本情况及对工作压力、 工作满意度情况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见， 观察组农业户籍 （８６ ９３％）、 初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 （４９ ６７％）、 月平均收入＜３ ０００ 元 （５２ ２８％） 所占比

例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平均年龄高于对照组， 平均工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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