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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某磷化工公司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对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的影响，为制订相应预防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定点监测方法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分别进行现场监测及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将资料

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果　３次监测五氧化二磷、粉尘、噪声、热辐射４项主要污染指标，以五氧化二磷平均合格率

最高（８９．６６％），热辐射合格率最低（７７．７８％）。不同岗位空气中五氧化二磷含量以精制车间合格率最低

（７８．９５％）；炉前岗位受粉尘、热辐射影响，合格率分别为８４．６２％、５８．８２％；控制室４项合格率均在９０％以上。从

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以高血压检出率最高（１３．８８％），其次为听力异常（９．９８％）；炉前工、护炉工监测项目超标与体

检结果异常明显高于精制工和控制室内的工作岗位。结论　通过加强环境治理，职业危害因素大幅度下降。但应

进一步控制有毒有害因素排放、降噪、除尘等措施，改善作业环境，减少职业危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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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磷化工公司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发展磷化工产业，到

目前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国有大型磷化工企业，主要生产黄磷及

其磷产品。由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粗放型发展，对环境保护

及人体健康认识不足，环境污染严重。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２年国家相

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及《职业病防治法》（２０１１年修正），相

关部门加强监督执法、监督监测，企业加强环境治理，使环境污

染状况大有改善。为了解治理后该公司职业危害因素及从业

人员健康状况，帮助企业分析和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

危害因素［１］，提出合理可行的防护对策［２３］，预防和减少职业病

的发生［４］，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每２年监测１次）分别

对该公司主要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及从业人员

职业健康检查。现将收集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３次（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

年）对某磷化工公司的３个分厂共１８个车间的重点工作场所

进行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及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共检查

４１８０人（上岗前均做过健康体检），年龄２１～５３岁，平均３６．２６

岁，工龄１～２９年；其中２００７年１４９２人，２００９年１４９９人，

２０１１年１１８９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采用定点监测方法，对炉前、护

炉、精制、控制室等岗位，以五氧化二磷、粉尘、噪声、热辐射等

为主要监测项目，同时测定环境温、湿度。五氧化二磷采用

ＳＱＣ１０００大气采样器按多孔玻板吸收管法采集１５Ｌ气体样

品带回实验室测定［５］；粉尘采用ＳＱＣ１０００大气采样器，按滤

膜稳重法测定浓度；噪声采用ＡＷＡ６２１８Ｂ噪声统计分析仪；热

辐射采用 ＭＲ３Ａ型辐射热计对热辐射强度进行监测；温湿度

用ＴＥＳ１３６１Ｃ记忆式温湿度计。所有仪器均经过计量检定，

在使用前校准。

１．２．２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项目包括询问职业接触史、

临床症状、体征及一般项目；心电图、腹部Ｂ超、Ｘ线下颌骨

片［６］、胸片；肝功能、肺功能、电测听等。体检人员均经过培训，

按要求详细填写体检表。

１．３　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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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现场职业卫生主要依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化学因素》（ＧＢＺ２．１２００７）、《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物理因素》（ＧＢＺ２．２２００７）、《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

测的采样标准》（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作业现场车间空气中五氧化

二磷最高容许浓度（ＭＡＣ）为１ｍｇ／ｍ
３；粉尘浓度 ＰＣＴＷＡ

（ｍｇ／ｍ
３）接触限值为８ｍｇ／ｍ

３；在每天接触噪声时间为８ｈ情

况下，企业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的工作地点噪声不得超过９０ｄ

Ｂ（Ａ）；特殊高温作业热辐射强度应小于０．７ｋｗ／ｍ３，室内气温

不应超过２８℃，室外气温不应超过３３℃。

１．３．２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参照标准　欧阳钦《临床诊断

学》，血压大于或等于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为高血压；黄宛《临床心

电图学》诊断标准为心电图异常的诊断依据；吴恩惠《医学影像

学（第４版）》腹部Ｂ超、Ｘ线片异常的诊断依据；听力依据《职

业性噪声耳聋诊断标准》（ＧＢＺ４９２００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数据资料建立数据库，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结果分析主要采取描述性分析的方

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２　结　　果

２．１　现场职业危害监测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分别定点

监测３次，职业危害因素呈逐年下降趋势，五氧化二磷、粉尘、

噪声平均合格率均在 ８０％ 以 上，以 五 氧 化 二 磷 最 高 为

８９．６６％，热辐射最低为７７．７８％。见表１。

２．２　不同岗位职业危害　精制车间空气中五氧化二磷含量最

高，合格率为７８．９５％；炉前岗位受粉尘、热辐射影响，合格率

分别为８４．６２％、５８．８２％；控制室４项合格率均在９０％以上。

见表２。

２．３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３年共检查４１８０人次，体

检异常呈逐年上升趋势，高血压平均检出率最高为１３．８８％，

其次为听力异常为９．９８％，下颌骨片异常检出率为３．４９％。

见表３。

表１　现场职业危害因素监测

年份
五氧化二磷

监测数 合格数（％）

粉尘

监测数 合格数（％）

噪声

监测数 合格数（％）

热辐射

监测数 合格数（％）

２００７ ３５ ２８（８０．００） ４１ ３２（７８．０５） ５８ ４１（７０．６９） ２１ １３（６１．９０）

２００９ ２４ ２２（９１．６７） ３２ ２８（８７．５０） ３８ ３４（８９．４７） １９ １６（８４．２１）

２０１１ ２８ ２８（１００．０） ４７ ４２（８９．３６） ３７ ３６（９７．２９） ２３ ２０（８６．９６）

合计 ８７ ８８（８９．６６） １２０ １０２（８５．００） １３３ １１１（８３．４６） ６３ ４９（７７．７８）

表２　不同岗位现场职业危害监测

岗位
五氧化二磷

监测数 合格数（％）

粉尘

监测数 合格数（％）

噪声

监测数 合格数（％）

热辐射

监测数 合格数（％）

炉前 ２７ ２４（８８．８９） ３９ ３３（８４．６２） ３５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５８．８２）

护炉 ２５ ２３（９２．００） ３１ ２７（８７．１０） ４１ ３１（７５．６１） １８ １４（７７．７８）

精制 １９ １５（７８．９５） ２７ ２４（８８．８９） ３２ ２８（８７．５０） １７ １５（８８．２４）

控制室 １６ １６（１００．０） ２３ ２３（１００．０） ２５ ２４（９６．００） １１ １０（９０．９０）

表３　职业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情况

年份 体检人数
下颌骨片异常

检出数 检出率（％）

心电图异常

检出数 检出率（％）

高血压

检出数 检出率（％）

听力异常

检出数 检出率（％）

２００７ １４９２ ６３ ４．２２ １２４ ８．３１ ２２８ １５．２８ １８１ １２．１３

２００９ １４９９ ５５ ３．６７ １１５ ７．６７ ２１１ １４．０８ １４９ ９．９４

２０１１ １１８９ ２８ ２．３５ ９６ ８．１０ １４１ １１．８６ ８７ ７．３２

合计 ４１８０ １４６ ３．４９ ３３５ ８．０１ ５８０ １３．８８ ４１７ ９．９８

表４　不同工种现场监测超标与职业健康检查

　　　　　异常比较［狀（％）］

监测体检项目 超标／异常 炉前 护炉 精制 控制室

五氧化二磷 ９ ３（３３．３３） ２（２２．２２） ４（４４．４５） ０（０．００）

生产性粉尘 １３ ６（４６．１５） ４（３０．７７） ３（２３．０８） ０（０．００）

噪声 ２２ ７（３１．８２） １０（４５．４５） ４（１８．１８） １（４．５５）

热辐射 １４ ７（５０．００） ４（２８．５７） ２（１４．２９） １（７．１４）

下颌骨片异常 ５５ １５（２７．２７） １３（２３．６４） ２２（４０．００） １（１．８２）

心电图异常 １１５ ３９（３３．９１） ３４（２９．５７） １８（１５．６５） ２（０．４５）

高血压 ２１１ ６３（２９．８６） ５１（２４．１７） ３８（１８．０１） ５（２．３７）

听力异常 １４９ ４２（２８．９１） ５３（３５．５７） ２４（１６．１１） ６（４．０３）

２．４　不同岗位现场监测与职业健康检查异常的关系　以

２００９年监测结果为例，将接触空气中五氧化二磷、生产性粉

尘、噪声、热辐射、高温等主要职业危害因素程度不同的炉前、

护炉、精制、控制室岗位工人职业健康检查异常结果作比较。

炉前工、护炉工监测项目超标与体检结果异常情况明显高于精

制工和控制室内的工作岗位。见表４。

２．５　生产性粉尘与尘肺的关系　２００９年对５３４人接触粉尘

的工人进行Ｘ线胸片检查，结果异常者２１人（３．９３％），大多

未见明显肺组织变化，其中２人为疑似尘肺（０．３７％）。

３　讨　　论

磷是地球系统中维系生命的主要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生物

体并参与新陈代谢过程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摄取过量的磷，会

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磷化工产业在为社会提供大量物质

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磷化工污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废气与粉尘、废水以及固体废物（简称“三废”），这三废中的各

种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到大气、江河及陆地，成为环境污染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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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污染来源［７］。该公司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发展磷化

工企业，以单纯粗放型黄磷产品发展至现在近１０种磷系列产

品。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自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颁布后，政府

相关部门加强了监督执法、监督监测。企业提高认识，依靠科

学，加强对环境治理。２００６年后３次监测五氧化二磷、粉尘２

项主要污染指标合格率均在８０％以上。

监测结果显示不同的工作岗位环境污染不同，炉前热辐射

合格率最低（５８．８２％），空气中五氧化二磷含量以精制车间合

格率最低（７８．９５％），不可忽视。虽然企业在设计、运行过程中

对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了相应的控制和防护措施，建立了完善

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制度，配备有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从

２００６年起，进一步在原有的技改基础上，投入大量资金，分阶

段改善作业场所内、外环境，依据生产工艺分别加强了通风、除

尘、降噪等设施，控制室均装上了空调，部分岗位受技术因素局

限无法进一步改造的，设置有隔离操作间，同时给工人配发个

人防护用品等措施减少职业病的发生。但还应加强重点岗位

环境改善和治理，进一步降低现场职业危害因素，使从业人员

的身心健康进一步得到提高。

生产性粉尘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能较长时间浮游在空

气中的固体微粒，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可引起以肺组织纤维化

为主要病理改变的尘肺［８］。监测中发现有２人疑似尘肺

（０．３７％），虽然检出率较低，但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职业

性接触噪声、高温可引起听觉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

化系统等多个系统病变［９］以听力下降、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多

见，从检查结果看，噪声超标点、高温环境、高血压、心电图及听

力异常构成比最高的均在炉前和护炉岗位。

在职业防护方面应进一步引进新技术、新工艺，降低和减

少职业危害。推行职业健康卫生自动化进程，加强宣传，严格

管理。定期组织从事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

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健康检查，建立、健全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设立、配备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生产过程

中职业病防治管理和各项职业防护措施的落实。对存在职业

危害因素的重点岗位和场所应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对

接触高温、高音、高尘作业的工人应合理安排调整接触工时，佩

戴防高温、防热辐射、防尘、防噪声等防护用品，减少和降低职

业危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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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酶抑制剂的药物也耐药，首选碳青霉烯类药物进行治疗，

应当引起注意。调查同时显示：念珠菌属真菌所致的败血症已

较为常见，占６．３％，主要分离自呼吸内科ＩＣＵ、神经外科ＩＣＵ、

感染科患者，多数患者病情危重、住院时间较长、昏迷、带机呼

吸、长时间使用广谱抗菌药或患有各种基础疾病等，真菌所致

的败血症引起的死亡率较高，临床医师应高度重视。

细菌耐药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它还具

有地域性特点。定期统计分析本地区常见细菌对常用抗菌药

的耐药情况，对临床医师制订经验治疗方案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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