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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成都市双流区中小型制鞋企业作业场所化学性职业危害情

况。方法 对双流区27家中小制鞋企业涉及化学危害的作业场所进行现场调查，

并汇总分析双流区27家中小型制鞋企业作业场所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结果

(1).27家制鞋企业化学毒物检出率100%。制鞋企业作业场所主要存在的化学危

害因素有苯、甲苯、二甲苯、正己烷、1,2-二氯乙烷、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

酸丁酯、甲醛、丙酮、丁酮，其中苯、甲苯、二甲苯、甲醛、1,2-二氯乙烷超标。

(2)中小制鞋企业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不当，降低防护效果。(3).中小制鞋企业职

业卫生管理制度流于形式，未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落实各项职业卫生工作。结论

中小制鞋企业应了解所使用胶黏剂等物料的成分，选择符合要求的胶黏剂，同时

应积极在使用胶黏剂的工艺环节设置防护设施、配备有效个人防护用品，加强作

业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体检，加强职业卫生工作落实情况，降低化学有

害因素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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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understandthechemicaloccupationalhazardsinthe

workplace ofsmalland medium-sized shoe-making manufacturers in

shuangliudistrict,chengdu.[Method]Thesiteinvestigationof27smalland

medium shoe-makingenterprisesinvolvedinchemicalhazardsinshuangliu

districtwascarriedout,andtheresultsofchemicalharmfulfactorsdetection

weresummarizedandanalyzed.[Results](1)Thedetectionrateofchemical

poisonsin27shoemanufacturersis100%.Themainexistingchemical

poisonsarebenzene,toluene,xylene,hexane,1,2-dichloroethane,methyl



acetate, ethyl acetate, butyl acetate, formaldehyde, acetone,

butanone;benzene,toluene,xylene,formaldehyde,1,2-dichloroethaneexceed

the standard.(2)Smalland medium-sized shoe-making enterprises are

improperlyequippedwith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facilitiestoreduce

theprotectiveeffect.(3)Theoccupationalhealthmanagementsystemofsmall

and medium-sized shoe-making enterprises is formalistic and not

implementedinstrictaccordancewiththerelevantsystem.[Conclusion]

成都市双流区分布有多家制鞋企业，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制鞋工艺中均涉及

胶黏剂的使用，胶黏剂中含有各种有机类化学物质，对作业人员，尤其女性的身

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为调查目前双流区中小制鞋企业作业场所化学有害因素的

产生分布情况，对双流区27家制鞋企业作业场所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进行分

析汇总，为制鞋企业化学有害因素的防护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收集 对双流区27家制鞋企业涉及化学危害的作业场所进行现

场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防护措施、个人防护用品、职业健康体检及职业卫生

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同时收集四川XX公司2018年对上述27家制鞋企业进行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的报告书。

1.2 分析方法 采用Excel表格，统计汇总各制鞋企业化学有害因素检测

种类、检测点位数、超标点位数、检测浓度等数据，分析双流区制鞋企业主要化

学有害因素种类、化学有害因素检出率、超标率等情况，结合现场对所采取防护

措施的调查，分析化学有害因素超标原因。同时对现场调查的个人防护用品配备

情况、职业健康体检情况、职业卫生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整理汇总。

2 结果

2.1 企业概况 27家制鞋企业均属于中小型企业，以小型企业[1]为主，且

女工人数较多，女工占比≥50%的企业有15家，女工最低占比29%。

2.2 化学有害因素种类 资料中所检测化学毒物种类共计23种，16种化

学毒物有检出，包括苯、甲苯、二甲苯、正己烷、1,2-二氯乙烷、乙酸甲酯、乙

酸乙酯、乙酸丁酯、甲醛、丙酮、丁酮、正庚烷、环己烷、丙醇、异丙醇、甲醇，

其中主要为苯、甲苯、二甲苯、正己烷、1,2-二氯乙烷、乙酸甲酯、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甲醛、丙酮、丁酮。



2.2 企业检测情况 27家制鞋企业均存在化学毒物的检出，企业检出率

100%，存在化学毒物超标的企业有20家，企业超标率74.1%。27家制鞋企业

中，25家企业存在苯检出的情况，企业检出率92.6%；10家企业存在苯超标的

情况，超标率40.0%。超标化学毒物包括苯、二甲苯、1,2-二氯乙烷、甲醛，其

超标率分别为40.0%、6.3%、100%、66.7%。

27家制鞋企业各化学毒物检出率及超标率情况见表1。

表1 27家制鞋企业化学毒物检测情况

化学毒物名称
检测企业

个数

毒物检出企

业个数

企业检出率

(%)

毒物超标企

业个数

企业超标率

(%)

苯 27 25 92.6 10 40.0

甲苯 27 27 100.0 7 25.9

二甲苯 27 16 59.3 1 6.3

正己烷 14 13 92.9 0 0.0

1,2-二氯乙烷 3 2 66.7 2 100.0

甲醛 22 21 95.5 14 66.7

乙酸甲酯 10 9 90.0 0 0.0

乙酸乙酯 27 25 92.6 0 0.0

乙酸丁酯 24 5 20.8 0 0.0

丙酮 22 20 90.9 0 0.0

丁酮 27 25 92.6 0 0.0

注：上表中企业检出率=毒物检出企业个数/检测企业个数.

注：上表中企业超标率=毒物超标企业个数/毒物检出企业个数.

2.3 化学毒物检测情况 11种化学毒物共检测点位数2371个，毒物检出

点位数1966个，毒物检出率82.9%；毒物超标点位数106个，毒物超标率5.4%。

超标化学毒物甲苯、甲醛、苯、二甲苯、1,2-二氯乙烷的超标率分别为9.2%、23.3%、

13.3%、0.6%、60.0%。各化学毒物检测汇总情况见表2，超标化学毒物浓度情

况见表3。

表2 化学毒物检测情况表

化学毒物名称
检测点位

数

毒物检出点

位数

毒物检出率

(%)

毒物超标点

位数

毒物超标率

(%)

苯 293 263 89.8 35 13.3

甲苯 293 293 100.0 27 9.2

二甲苯 293 174 59.4 1 0.6

正己烷 173 165 95.4 0 0.0



1,2-二氯乙烷 13 10 76.9 6 60.0

甲醛 164 159 97.0 37 23.3

乙酸甲酯 77 74 96.1 0 0.0

乙酸乙酯 293 275 93.9 0 0.0

乙酸丁酯 234 45 19.2 0 0.0

丙酮 249 235 94.4 0 0.0

丁酮 289 273 94.5 0 0.0

注：上表中毒物检出率=毒物检出点位数/检测点位数.

注：上表中毒物超标率=毒物超标点位数/毒物检出点位数.

表3 超标化学毒物检测浓度表

化学毒物名称 检测浓度最大值(mg/m3)
毒物接触限值

(mg/m3)

苯 20.48 6

甲苯 255.98 50

二甲苯 61.58 50

甲醛 3.79 0.5

1,2-二氯乙烷 27.4 7

注：上表中除甲醛外，其余毒物检测浓度最大值为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2.4 职业病防护措施情况(化学毒物超标分析) 制鞋企业产生化学毒物的

工艺主要为底部、面部成型刷胶、清洗等工艺过程，根据现场调查:(1)制鞋企业

上述工艺过程以人工作业方式为主，人员近距离接触产毒点；工艺要求，在底部、

面部成型刷胶后需进行烘干，加热过程加快有害物质挥发；(2)制鞋企业(11家)

未在上述工艺过程设置局部抽排风装置；(3)局部抽排风装置设置不合理，上吸

罩设置位置不当，导致气流组织经过作业人员呼吸带；(4)企业在车间内设置冷

风机(舒适性，夏季使用)，冷风机的进风口位于车间内，导致车间内含有害气体

的空气在车间内循环使用，且吹向不接触化学毒物的工艺区域，导致整个作业车

间内均存在化学毒物；(5)人工作业方式操作过程不规范，未使用完的胶盒未及

时加盖封闭保存，使化学毒物持续向作业环境中逸散；(6)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

合格(27家企业，仅4家企业配备防毒口罩，其余未配备，或配备医用口罩和纱

布口罩，或以防尘口罩替代防毒口罩)，未在最后的防护阶段进行有效防护。

2.5 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根据调查，27家企业均成立有职业卫生管理机

构，配备有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制定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但各项职

业卫生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和落实情况较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仅14.8%，

作业场所公告栏设置率仅22.2%，合同告知执行率25.9%，企业职业健康体检执



行率81.5%，6家企业作业场所未设置任何警示标识及告知卡。企业职业卫生工

作情况见表4。

表4 企业职业卫生工作落实情况表

职业卫生工作内容 调查企业个数 执行落实企业个数 执行率(%)

项目申报 27 4 14.8

职业健康体检 27 22 81.5

合同告知 27 7 25.9

公告栏告知 27 6 22.2

警示标识及告知卡 27 21 77.8

体检结果书面告知 27 5 18.5

注：上表中执行率=执行落实企业个数/调查企业个数

2.6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调查的27家企业中，22家企业安排接害人员进行

了职业健康体检，体检因素涉及苯、甲醛，体检因素不全。27家企业化学毒物

接害人数共计1927人(应检人数)，体检人数共计297人，体检率15.4%。各企

业最高体检率57.1%，最低仅2.1%。体检结果异常需复查人数共计29人，仅3

人按照要求体检建议组织复查，复查率10.3%。

3 讨论

数据汇总资料显示，成都市双流区中小制鞋企业作业场所存在的化学有害因

素主要为苯、甲苯、二甲苯、正己烷、1,2-二氯乙烷、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

酸丁酯、甲醛、丙酮、丁酮，与相关制鞋业胶黏剂中化学有害因素检测项目的文

献相似[2-4]，说明上述化学物质在制鞋行业所使用的胶黏剂中广泛存在。数据汇

总资料显示，苯、甲苯、二甲苯、甲醛、1,2-二氯乙烷浓度均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要求，提示中小制鞋企业在胶黏剂选择过程中未及时了解和掌握所用物料的成

分，以致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胶黏剂[5]。制鞋企业应加强职业病防护法律意识，严

格遵循无毒代替有毒，低毒代替高毒的物料选择原则，及时要求胶黏剂物料供应

商提供相应物料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MSDS)。同时应注意产毒作业场所职业

病防护设施的合理设置：(1)人工刷胶工艺应设置下吸式抽排风装置；(2)夏季用

于车间通风降温的冷风机进风口应设置在室外新鲜空气处。

苯以气态经皮肤和呼吸道入侵人体内，制鞋企业工人在长期低浓度苯的情况

下，容易发生慢性苯中毒，并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引发神经衰弱、血

细胞减少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发展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等。接触苯作业

的职工更容易发生职业危害，其神经系统损伤、血细胞减少、心电图异常、肝脾

损伤等发生风险明显增高[6]，且接触时间越长，其职业危害越容易出现且越严重。



制鞋企业除选用符合要求的胶黏剂外，还应为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

用品、加强培训、加强监督、加强职业健康体检、定期轮岗[7]等干预和防护措施

与手段，综合防护化学毒物对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

中小制鞋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流于形式，相关监督部门应加强监督力度，

确保各项职业卫生工作切实有效的落实，保护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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