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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职业卫生状况调查与分析

张　慧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上海　201108

摘　要：目的 通过调查与分析，了解上海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职业卫生状况，为预防职业病的发生和职业病防

治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查阅该企业 2016—2023 年职业卫生档案资料，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进行分析。结果 该企业的化学有害因素检测合格率为 100%，噪声强度 2016 年至 2019 年的合格率

为 89.7%-97.6%，2020 年至 2023 年的合格率为 100%。职业健康检查共查出岗中职业禁忌证 5 人（均为高频听力受损），

未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病人。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未严格落实，个体防护用品未按照要求进行佩戴。结论 噪声为该企业重

点关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应继续改善作业环境，加强个人防护和职业卫生管理，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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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动汽车和智能化汽车销量的增加，汽车电子零部

件的市场需求正处于成长阶段。为全面了解某汽车电子零部

件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作业人员职业健康的影响，对

该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职业卫生状况做了 8 年（2016-

2023 年）的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分析和掌握其职业病危

害的重点，对该行业的职业病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上海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为调查对象，

对该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工程防护、个体防护、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

职业健康监护及职业卫生管理情况等进行调查。

1.2 方法		

1.2.1 现场调查		采用职业卫生学调查的方法，查阅上海

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 2016-2023 年的职业卫生档案

资料，调查近 8 年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分布及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结果、工程防护、个体防护用品、职业卫生管理

情况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1.2.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评价	化学有害

因素按照 GBZ	159-2004、GBZ	/T	192.	1-2007、GBZ	/T	300.	

1-2017等进行采样及检测，物理因素按照GBZ	/T	189.	8-2007

进行检测。依据 GBZ	2.	1-2019	、GBZ	2.	2—2007	评判检测

结果。

1.2.3 职业健康检查		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根据接触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来确定。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le 软件建立数据库，将调查收集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结果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录入Excle进行整理汇总，

并利用 SPSS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企业概况

某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于 2002 年建成投产，主要从事

汽车制动产品、电子产品和转向产品的生产，设计产能分

别为 350 万件、2000 万件和 20 万件。全厂生产人数从 2016

年的 1200 人（女工 800 人）减少到 2023 年的 650 人（女工

430 人）。2023 年资料显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

307 人，占工人总数的 47.2%。生产人员实行两班制，每班

12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全年工作 300 天。

2.2 生产工艺流程	

印刷线路板				回流焊				波峰焊				涂胶				固化				分板				装

配

测试				包装。部分印刷线路板维修涉及手工焊锡。回

流焊涉及钢网清洗

作业。公辅设施主要包括空压机房、冷冻机房等的巡

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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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该企业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铅烟、二氧化锡、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甲苯二异氰酸酯、异丙醇、乙酸

丁酯、甲醇、乙醇、其他粉尘和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分

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上海市某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岗位 / 作业
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名
称

接触情况

人数 作业方式 接触时间、频
率

回流焊 二氧化锡、铅烟
80

设备自动化作业，
人员上下料和巡

检
1h/d、6d/w

波峰焊 铅烟、二氧化锡、
异丙醇

分板 其他粉尘（PCB 板
粉尘）、噪声

10 机械设备结合手
工作业	 10h/d、6d/w

10
设备自动化作业，
人员上下料和巡

检
1h/d、6d/w

涂胶、固化、
老化测试

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甲苯二异氰

酸酯
30

设备自动化作业，
人员上下料和巡

检
1h/d、6d/w

手工焊锡
铅烟、二氧化锡、
异丙醇、乙酸丁酯、

甲醇
4 手工作业 4h/d、6d/w

装配 噪声 108 机械结合手工作
业 10h/d、6d/w

测试 噪声 58 机械结合手工作
业 10h/d、6d/w

钢网清洗 乙醇 2
设备自动化作业，
人员上下料和巡

检
1h/d、6d/w

公辅设施 噪声 5 巡检 1h/d、6d/w

2.4 职业病防护措施设置及运行情况

2.4.1 防尘、毒措施

企业生产车间为电子洁净区域，通过使用符合性能要

求的通风设施实现全年全室机械通风并保持车间正压。各生

产车间单独设置通风系统，每套通风系统由组合式空调箱以

及一套独立的排风系统组成。

回流焊、波峰焊、涂胶和固化设备自动化程度高，整个

生产过程在密闭空间内进行，产生的有害废气经负压吸风管

道进入燃烧系统净化处理后高空排放。分板设备配备下吸式

集尘净化装置。手工焊锡岗位旁设置侧吸式局部排风净化装

置。个体防护用品方面，企业为劳动者配备防毒面具（3M6800

全面罩及配套的滤盒和滤芯）、KN95 防尘口罩、防护眼镜、

防护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2.4.2 防噪措施

在设备选型上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在产噪的生产线、

生产设备（机械手、测试机台、分板机等）上设置玻璃罩等

隔声降噪装置。辅助设施如空压机、冷冻机、干燥机等采用

建筑隔声，单独设置于相应的设备机房内，并设减振基础。

个体防护用品方面，企业为生产人员配备防噪耳塞。

2.5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企业设置 HSE 部门为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 1 名专

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制定并实施了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

制定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包括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

同时”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管理制度、个体防护

用品管理制度、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制度等。企业自建厂以来，

共进行了 5 次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和 2 次职业病危

害现状评价。企业与劳动者签订《职业危害告知书》，在生

产车间内张贴有职业危害告知卡和警示标识，定期向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申报，存有职业病防治宣传培训记录。

2.6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近 8 年来，该企业委托了 3 家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资质的企业每年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化学有害因素的监测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合格率达 100%，且各化学有害因素在不同年

份的检测结果无显著差异性（P ＞ 0.05）。见表 2。噪声强

度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合格率分别为

89.7%、95.0%、97.6% 和 97.6%，2020 年至 2023 年的合格

率均为 100%，见表 3。

表 2 上海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 2016-2023 年工作场所中化学有害因素职业病危害检测结果

																																												年份
职业病危害因素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苯

检测岗位数 2 4 4 4 4 - - 1

合格岗位数 2 4 4 4 4 - - 1

CTWA（mg/m3） <0.6 <0.6 <0.4 <0.4 <0.4 - - <2.0

甲苯

检测岗位数 2 4 4 4 4 4 4 4

合格岗位数 2 4 4 4 4 4 4 4

CTWA（mg/m3） <1.2 <1.2 <0.5 <0.5 <0.5 <1.0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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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

检测岗位数 2 4 4 4 4 4 4 4

合格岗位数 2 4 4 4 4 4 4 4

CTWA（mg/m3） <3.3 <3.3 <1.4 <1.4 <1.4 <3.0 <3.0 <3.0

乙苯

检测岗位数 - - - - - 4 4 4

合格岗位数 - - - - - 4 4 4

CTWA（mg/m3） - - - - - <1.0 <1.0 <1.0

铅烟

检测岗位数 9 13 13 14 12 11 11 6

合格岗位数 9 13 13 14 12 11 11 6

CTWA（mg/m3）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二氧化锡

检测岗位数 9 13 13 14 12 14 14 18

合格岗位数 9 13 13 14 12 14 14 18

CTWA（mg/m3） <0.1 <0.1 <0.03 <0.03 <0.03 <0.11 <0.11 <0.11

甲苯二异氰酸酯

检测岗位数 3 2 2 2 2 - - -

合格岗位数 3 2 2 2 2 - - -

CTWA（mg/m3） <0.0004-
0.0014 <0.0004 <0.0001 <0.0001 <0.0001 - - -

异丙醇

检测岗位数 1 1 1 1 2 5 4 5

合格岗位数 1 1 1 1 2 5 4 5

CTWA（mg/m3） <0.3 <0.3 <0.13 <0.13 <0.13 <0.7 <0.7 <2.2

乙酸丁酯

检测岗位数 - - - - - 2 1 2

合格岗位数 - - - - - 2 1 2

CTWA（mg/m3） - - - - - <0.27 <0.27 2.20-3.35

甲醇

检测岗位数 - - - - - 3 2 5

合格岗位数 - - - - - 3 2 5

CTWA（mg/m3） - - - - - <1.3 <1.3 <4.4

其他粉尘（PCB
板粉尘）

检测岗位数 6 10 13 13 10 15 15 19

合格岗位数 6 10 13 13 10 15 15 19

CTWA（mg/m3） 0.09-0.82 0.79-1.08 0.29-0.61 0.15-0.23 0.27-0.42 0.06-0.65 0.05-0.62 0.36-0.52

注：CTWA—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含甲苯二异氰酸酯的胶水在 2021 年以后停止使用，故 2021-2023 年未进行检测；含有乙

酸丁酯和甲醇的助焊剂在 2021 年以后开始使用，故 2016-2020 年未进行检测。

表 3 上海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 2016-2023 年工作场所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年份 检测岗位数 LEX,40h	（dB(A)）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超标岗位名称

2016 39 75.2-91.4 35 89.7 分板岗位、装配岗位、测试岗位

2017 40 73.5-93.3 38 95.0 装配岗位、测试岗位

2018 42 69.8-90.2 41 97.6 装配岗位

2019 41 71.1-90.0 40 97.6 装配岗位

2020 41 77.7-83.1 41 100 -

2021 41 73.2-84.8 41 100 -

2022 40 74.3-83.2 40 100 -

2023 45 73.6-83.8 45 100 -

注：每周 40h 等效声级≥ 85	dB(A) 为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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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职业健康监护

				2016-2023 年，企业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

进行了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2018

年和 2019 年的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人数比其他年份多，主

要是由于企业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各类产品产线的调整

（淘汰落后产线，引进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线），辞退部

分生产人员。近 8 年来，在岗期间共查出 60 名复查人员，

复查项目主要为苯系物、铅和噪声，占比分别为 13%、5%

和 82%。共查出岗前职业禁忌证 10人（均为高频听力受损）

和岗中职业禁忌证 5 人（均为高频听力受损），未发现疑似

职业病及职业病人。见表 4。

表 4 上海市某汽车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年份 岗前检查人数 在岗期间检查人数 离岗时检查人数 复查人数（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人数（岗
前）

职业禁忌证人数（在
岗期间）

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病
人数

2016 32 161 6 9 0 0 0

2017 38 197 23 8 1 0 0

2018 40 265 109 9 2 2 0

2019 45 262 100 6 2 2 0

2020 59 276 11 10 1 1 0

2021 38 210 24 5 2 0 0

2022 29 218 19 6 1 0 0

2023 38 220 27 7 1 0 0

3 讨论

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该企业近 8 年工作场所化学有

害因素的浓度均能达到国家职业卫生限值标准，合格率达

100%，且不存在显著增强的趋势（P ＞ 0.05），说明该企

业在防尘毒措施方面基本可行有效。

该企业近 8 年来的噪声危害比较严重，从表 3 看，噪

声超标主要存在于接触时间较长的分板岗位、装配岗位和测

试岗位。2016 年 -2019 年期间，企业各生产车间的生产线

和生产设备密集度高，噪声存在叠加效应。企业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根据生产工艺及订单需求，对各生产车间的整体

布局进行调整，淘汰部分落后产线及固有噪声较大的设备，

引进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线和低噪声设备，并将高噪声设

备与低噪声设备分开布置，且对部分噪声较大的设备加设

密闭罩等隔声措施，故 2020-2023 年的噪声强度合格率达

100%。

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表明，复查人员当中接触噪声

的复查人员比例较高，占复查总人数的 82%，且岗中职业

禁忌证人员均为高频听力受损。长期接触一定强度的噪声，

首先会对人体的听觉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高频段听力下降

为主 [1]。该企业噪声岗位均有部分人员未佩戴或者未正确佩

戴防噪耳塞的现象。有研究表明：作业场所的声源分贝值为

80 ～ 90dB(A)，容易造成劳动者对噪声产生一定的适应性，

从而忽视了个人防护用品的重要作用，长时间接触造成听力

迅速下降 [2]。因此噪声应列为该企业重点关注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建议企业调整生产班制，减少接触时间，加强劳动者

正确使用防噪耳塞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工人操作时有效佩戴

防噪耳塞，减少听力损伤的发生率。企业应当做好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工作，尽早发现噪声职业禁忌证，并定期对接触噪

声的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对有职业禁忌证及

已经发生听力损伤的劳动者及时调离噪声作业岗位，减少噪

声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 [1]。

该企业岗位人员流动性大，存在一人多岗和作业时间

过长等现象。生产车间同时存有粉尘、铅烟、有机溶剂等有

害因素，易与噪声联合作用产生协同效应，加重听力损伤程

度 [3]。有研究表明，铅烟与噪声联合暴露具有协同作用，铅

可加重噪声对听力的损害程度 [4]。苯系物与噪声联合作业对

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和听力损伤的发生有促进作用 [5]。因而企

业应尽可能从生产工艺上避免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相互

作用，减少接触时间，加强生产车间的整体通风和局部防护

设施的通风排毒净化效率，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保

养。同时，佩戴有效的个体防护用品，从而全面降低各类职

业病危害因素之间的联合作用对作业人员的危害，保护劳动

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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