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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300例家具厂工作场所油漆工职业卫生状况调查

摘 要：目的：探讨家具厂工作场所油漆工职业卫生状况，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相关理论与实践依据。方法：

选取2018-06~2019-06期间300例家具厂工作场所油漆工为观察组，并选取混苯作业上岗前工人260例为对照组，对

10家家具厂工作场所中30个工作点进行苯、甲苯、二甲苯含量检测，并采用健康调查表对油漆工进行健康状况调

查。结果：对10家家具生产不同大小企业30个工作场对苯、甲苯、二甲苯进行检测，苯、甲苯及二甲苯点合格率均为

100%；300例家具厂油漆工人中检出白细胞计数偏低（＜4.0×109/L）11例，检出率4.49%，均为工龄≥1年者；检出其他

病症44例，检出率17.96%；观察组皮肤病、呼吸道疾病、肌肉骨骼疾病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观

察组职业性伤害发生率17.33%高于对照组8.85%（P＜0.05）。结论：我市家具厂苯、甲苯、二甲苯检测点合格率较高，

但仍存在职业性伤害，对油漆工人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相关部门及家具厂企业应加强安全防护，注重职业卫生状

况，确保职业安全性，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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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制造业属于一种职业病危害较为严重的

行业之一，尤其对于油漆工而言，日常工作中易接

触诸多苯类化合物等有害物质，对机体健康造成不

同程度影响[1]。近年来，随人们生活品质提升，对家

具需求量不断增多，家具企业随之涌现增多，而工

厂规模多为小型企业，生产设备简陋，安全防护措

施不足，加之相关工人文化水平较低，对职业病防

范意识薄弱，且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造成机体

损伤[2]。因此，家具厂应注重劳动保护，生产过程中

推广应用环保绿色原材料，在工作场增加通风口，

促使职业性苯接触浓度尽量低于国家标准；并增加

防护设施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本研究选取300例家

具厂工作场所油漆工，旨在调查油漆工职业卫生状

况，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相关理论与实践依据，

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市2018-06~2019-06期间10家（其中1

家大型家具厂、3家中型、6家小型）家具厂300例家

具厂工作场所油漆工为观察组，并选取混苯作业上

岗前工人260例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男性210例，

女性90例；年龄38～56岁，平均年龄46.58±4.11

岁；工龄0.1～5年，平均工龄2.86±0.59年。对照组

男性180例，女性80例；年龄36～58岁，平均年龄

45.12±4.46岁；工龄0.2～5年，平均工龄2.72±0.51

年。两组资料均衡可比（P＞0.05）。

1.2 调查方法

对10家家具厂选取30个工作点对苯、甲苯、二

甲苯含量进行短期平均浓度（STEL）与时间加权平

均浓度（TWA）检测，其中以《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

物质检测采样规范》相关标准采样，以《工作场所空

气中芳香胫类化合物的测定方法》相关标准对苯、

甲苯及二甲苯含量进行测定，采样点：调漆、刷漆、

喷漆等操作点，利用碳管采样，以溶解剂解析，并以

SP7890气象色谱仪（产自鲁南仪器制造）检测。对

所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并整理相关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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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调查工人中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伤害、

皮肤病等常见疾病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1.3 观察指标

（1）苯、甲苯、二甲苯含量检测结果；（2）油漆工

健康检查结果；（3）健康调查问卷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数据库建立，SPSS20.4软件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χ2检验，P＜0.05

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苯、甲苯、二甲苯含量检测结果

对10家家具生产不同大小企业30个工作场对

苯、甲苯、二甲苯进行检测，苯、甲苯及二甲苯点合

格率均为100%（见表1）。

表1 基本情况对疫苗接种率影响（n，%）

检测项目

苯

甲苯

二甲苯

检测点

30

30

30

超标点

0

0

0

TWA（mg/m3）

范围

＜1.60

1.60～48.30

＜5.00～6.00

卫生标准

6

50

50

STEL（mg/m3）

范围

＜1.60

＜1.60～85.90

＜5.00～16.60

卫生标准

10

100

100

表2 油漆工健康检查结果（n，%）

工龄

＜1年

1～5年

＞5年

合计

健康人数

22

157

66

245

结果异常

白细胞计数偏低

0（0.00）

7（4.46）

4（6.06）

11（4.49）

其他病症

2（9.09）

22（14.01）

20（30.30）

44（17.96）

合计

24

186

90

300

表3 健康调查问卷结果（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n

300

260

皮肤病

17（5.67）

16（6.15）

0.060

0.807

呼吸道疾病

29（9.67）

26（10.00）

0.018

0.895

肌肉骨骼疾病

38（12.67）

39（15.00）

0.639

0.424

职业性伤害

52（17.33）

23（8.85）

8.650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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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油漆工健康检查结果

300例家具厂油漆工人中检出白细胞计数偏低

（＜4.0×109/L）11例，检出率4.49%，均为工龄≥1年

者；检出其他病症44例，检出率17.96%，其中包括

肝胆疾病16例，高血压10例，脾肿大11例，白细胞

计数升高7例（见表2）。

2.3 健康调查问卷结果

观察组皮肤病、呼吸道疾病、肌肉骨骼疾病发

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职

业性伤害发生率 17.33%高于对照组 8.85%（P＜

0.05）（见表3）。

3 讨论

家具生产企业相关油漆工艺需应用多种油漆

涂料，且油漆成分复杂，近年随厂家及用户环保安

全理念提升，油漆成分逐步向环保型涂料转变，但

油漆进行涂刷时仍需添加含苯有机溶剂调配，对油

漆作业人员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威胁[3，4]。本研究发

现，对10家家具生产不同大小企业30个工作场对

苯、甲苯、二甲苯进行检测，苯浓度均＜1.62mg/m3，

虽苯、甲苯及二甲苯点合格率均为100%，未超过国

家标准，但甲苯浓度最高TWA、STEL均与国家卫生

标准接近，因此家具生产企业仍需加强油漆有害气

体防护工作。研究还发现，300例家具厂油漆工人

中检出白细胞计数偏低检出率和其他病症检出率

均较低，可能与所用油漆及相关溶剂中苯含量浓度

较低相关。

近年来，长期接触甲苯、二甲苯是否会发生相

关慢性中毒事件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长期接触

可能会发生不同严重程度的神经衰弱综合征、慢性

皮炎或皲裂及角膜炎等[5]。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皮

肤病、呼吸道疾病、肌肉骨骼疾病发生率与对照组

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职业性伤害发生

率17.33%高于对照组8.85%（P＜0.05），表明家具生

产企业油漆工仍存在一定职业性伤害。家具生产

企业需更新生产工艺，并在化学性有害物质浓度较

高工作点安装相应通风净化设备，降低相关作业场

所有害气体浓度[6]。此外，相关部门需加强油漆工

个人防护措施，如佩戴有效防毒面罩或面具，做好

相关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并安排在职人员定期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7，8]。

综上所述，我市家具厂苯、甲苯、二甲苯检测点

合格率较高，但仍存在职业性伤害，对油漆工人身

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相关部门及家具厂企业应加

强安全防护，注重职业卫生状况，确保职业安全性，

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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