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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带来

了更多的职业病危害问题。通过对作业场所中职业有

害因素监测分析，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车间有害因

素浓度或强度，降低职业病发病率，保护劳动者身心健

康，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我

们通过对 2004—2013 年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下简称 CDC）职业卫生监测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厦门市

近 10 年职业卫生监测情况，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

出一些合理性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收集 2004—2013 年厦门市 CDC 的作业场

所检测报告结果。

1.2 方法 采样方法符合 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

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按照 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一部分：化学有害

因素》和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价。粉尘测

定采用 GBZ/T 192.1-2007《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1 部分:总粉尘浓度》，毒物测定采用 GBZ/T 160.X-
2004/2007《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相应的检测

方法，物理因素测定按照 GBZ/T 189-2007《工作场所物

理因素测量》的要求进行，噪声测定按照 GBZ/T 189.8-
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要求进行。根据 GB/T
12402-2000《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对企业所属经济

类型进行分类。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Excel 2010 对数据进行整理、
汇总，用 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合格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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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职业有害因素监测情况 2004—2013 年厦门市

职业有害因素监测平均合格率为 88.28%，监测总合格

率从 2004 年的 84.33%上升到 2013 年的 90.54%，整体

呈上升趋势。物理因素总平均合格率为 72.99%，粉尘为

88.87%，毒物为 97.56%。毒物平均合格率从 2004 年的

94.42%上升到 2013 年的 98.55%，增长了 4.13%。粉尘

平 均 合 格 率 从 2004 年 的 80.25%上 升 到 2013 年 的

92.22%，增长了 11.97%；其中 2004—2008 年增长至

93.49%，2009 年突降至 85.98%，之后继续保持增

长趋势。
以噪声为主的物理因素检测合格率在 72.99%上下

波动，最高也只有 76.22%。厦门市 2004—2013 年物理

因素、粉尘、毒物合格率变化见表 1。
2.2 3 种经济类型企业职业有害因素监测情况 3 种

经济类型企业包括内资、港澳台投资和外资企业（含合

资），其每年监测数及合格率见表 2。
2010—2013 年 3 种经济类型企业总监测合格率和

历年监测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6.927，

P<0.01）；外资企业总监测合格率最高达到 91.78%，较

内资和港澳台企业高出 3.14 和 3.33 个百分点；各年度

外资企业监测合格率也最高，除 2011 年外，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 讨 论

2004—2013 年厦门市职业有害因素总合格率从

2004 年的 84.33%上升到 2013 年的 90.54%，监测总合

格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职业有害因素不断得到有

效控制。不同类别职业有害因素监测合格率有差异，其

中毒物合格率最高（97.56%），其次是粉尘（88.87%），物

理因素合格率最低 （72.99%）。这与深圳市福田区

2010—2011 年监测结果和张家港市 2005—2010 年的

监测结果均一致 [1-2]，但每种类别职业有害因素的合格

率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
10 年来，厦门市以噪声为主的物理因素检测合格

率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最高也只有 76.22%，2007 年

甚至一度低至 60.71%，因此噪声产生的职业危害不容

忽视。企业如无法从源头降低作业场所中噪声强度，应

积极采取综合管理措施，例如劳动者要严格按要求佩

戴耳塞等个人防护用品等。企业加强日常的监督管理

表1 2004—2013年厦门市职业有害因素监测情况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计

χ2 值

P 值

监测数

668

442

643

453

740

938

897

838

879

1 130

7 628

合格率（%）

73.65

72.40

71.85

60.71

74.46

73.13

72.58

72.91

76.22

75.22

72.99

监测数

157

150

220

177

215

371

445

329

365

437

2 866

合格率（%）

80.25

84.00

90.00

90.40

93.49

85.98

88.31

88.45

90.41

92.22

88.87

监测数

770

574

776

715

1 067

1 322

2 117

1 529

1 449

2 069

12 388

合格率（%）

94.42

96.52

95.23

97.06

97.56

97.73

97.59

98.36

98.69

98.55

97.56

监测数

1 595

1 166

1 639

1 345

2 022

2 631

3 459

2 696

2 693

3 636

22 882

合格率（%）

84.33

85.76

85.36

83.94

88.67

87.31

89.91

89.24

90.23

90.54

88.28

年份
物理因素 粉尘 毒物 小计

43.741

<0.05

29.869

<0.05

73.692

<0.05

108.164

<0.05

表2 2010—2013年度厦门市场预测不同经济类型企业职业有害因素监测情况

内资

港澳台

外资

合计

χ2 值

P 值

监测数

866

838

1 755

3 459

合格率（%）

89.26

87.47

91.40

89.91

监测数

650

956

1 090

2 696

合格率（%）

88.31

88.91

90.09

89.24

监测数

552

843

1 298

2 693

合格率（%）

86.78

89.92

91.91

90.23

监测数

794

1 268

1 574

3 636

合格率（%）

89.54

87.78

93.27

90.54

经济类型
2010 2011 2012 小计

10.173

<0.01

1.519

0.468

11.730

<0.01

36.927

<0.01

监测数

2 862

3 905

5 717

12 484

合格率（%）

88.64

88.45

91.78

90.02

2013

25.87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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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目前控制噪声危害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结果显示，粉尘合格率提高了 11.97%，说明粉尘作

业环境改善程度较大。可能是因为监督力度加强，一些

石材、家具等粉尘危害严重企业采取了工艺革新、湿式

作业、增加除尘等防护措施后，使作业场所中粉尘浓度

符合国家标准。毒物合格率从 2004 年的 94.42%提高

到 2013 年的 98.55%，尽管每年的合格率增长空间有

限，但仍然呈上升趋势。
厦门市 2010—2013 年 3 种经济类型企业的总合

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资企业各年度监测合格率

均最高，反映了外资企业职业卫生工作做得相对较好。
可能与外资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较先进、职业卫生管

理相对规范以及职业病防护意识强有关。
厦门市 CDC 监测企业数量从 2004 年 148 家增加

到 2013 年 176 家，监测点数从 1 595 个增加到 3 636
个，监测量明显上升，但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职业卫

生服务需求。要进一步做好职业卫生服务，推动厦门市

职业健康全面发展，可从监管机制和服务模式两个角

度探索优化。可借鉴上海市采用的职业卫生分类和量

化分级管理办法的监管模式[4]，建立符合厦门市实际情

况的分级管理模式，制定相应的职业卫生分类及量化

分级评定表和监督考核评分细则，通过对用人单位综

合评定，确定全市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的管理等级和

监督频次。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方面，政府应鼓励、支
持社会性服务机构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增加

服务机构数量，提高企业职业有害因素的监测评估覆

盖面、可及性和服务效率，改善当前职业卫生服务的供

需矛盾。同时企业可择优选取服务机构，在市场竞争环

境下可以促进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的提高。
根据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人数，将

其分为一般和严重职业病危害两类；通过对企业职业

病防治组织机构及制度建设、前期预防、职业卫生日常

管理、职业健康监护等项目的量化评分确定其分级；最

后根据分类及量化分级结果，确定管理等级，并按不同

管理等级对其实施监管和指导[3-4]。庄惠民等[5]在上海市

杨浦区通过采用量化分级法确定企业的监督等级并进

行量化管理的 3 年动态研究显示，第 3 年企业组织管

理、预防措施、监督监测、健康监护评分与第 1 年相比

均有提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 3 年优秀

（A 级）企业和良好（B 级）企业所占比例与第 1 年相比

也有明显增加。朱俊等[6]关于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模式

探讨的研究表明，通过职业卫生监督分类及量化分级，

为监管指明了方向，明晰了监管的重点，实现了由静态

定性管理向动态定性定量相结合管理模式的转变。分

类和量化分级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自律，改

善职业卫生状况；同时也能调动管理者积极性，激励其

主动开展工作[7]。实施量化分级监管模式也有利于合理

配置卫生监督资源，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职

业病危害严重和职业卫生工作落后的企业，加大其监

督力度，提高监督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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