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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中国的印刷业正在迅速发展，但在整个印刷流

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含有有害物质的油墨、润

版液等原材料，以及产生高噪音的印刷设备。此外，由

于印刷厂家的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而引发的职业伤害也时有发生。在工作环境中，这些因

素有可能使印刷公司遭遇各种职业健康风险，进而对其

员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一、印刷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1. 有害化学物质

①有机溶剂

印刷过程中常使用的溶剂，如醇类、酮类和醚类溶

剂，具有挥发性和毒性，容易引起皮肤、呼吸系统和中

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特别是在密闭环境下长时间暴露于

有机溶剂中，会导致有机溶剂中毒。

②染料和油墨

印刷过程中使用的染料和油墨可能含有重金属、有

机颜料、防腐剂等有害物质，对健康造成潜在危害。长

时间暴露于染料和油墨中，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呼吸道

刺激、中毒等问题。

③接触性化学物质

印刷工作中还可能接触到其他化学物质，如溶剂类

清洗剂、腐蚀剂和减薄剂等。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对皮肤

和呼吸系统造成刺激和损害，同时也存在可能的火灾和

爆炸风险。

2. 物理因素

①噪声

印刷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可能超过安全限

值，长期暴露于高强度噪声下会引发噪声性聋和其他听

力损失。此外，噪声还可能对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产

生不良影响。

②振动

印刷设备的振动可能引起手臂、手部和其他身体部

位的震动性损伤，例如振动白指（Raynaud 病）和神经病

变。高频率和长期的振动暴露可能对工人的健康造成不

可逆的损害。

③ X 和 γ 射线

X 和 γ 射线是由工艺流程、放射性物质等产生的。

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中，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恶性肿

瘤等疾病的风险。

3. 生物因素

①飞尘和颗粒物

印刷过程中可能产生大量飞尘和颗粒物，如纸屑、

粉尘和印刷废弃物。长期暴露于这些颗粒物中可能引发

呼吸系统问题，如支气管炎、哮喘和间质性肺病。

②寄生虫

某些寄生虫可能会在印刷材料或环境中生存，例如

螨虫、蟑螂等。这些寄生虫可能会引起员工过敏或感染

等疾病，特别是在潮湿、阴暗和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中。

③静电

印刷过程中，纸张和印刷材料之间的摩擦可能导致

静电的产生。静电除了对设备安全产生影响外，还可能

对工人的健康带来危害，如引发皮肤过敏和感觉异常。

二、印刷企业职业病危害的健康影响

1. 呼吸系统疾病

在印刷过程中，印墨挥发出的有机溶剂、甲醛等有

害气体容易被劳动者吸入，这些有害物质进入呼吸道后

会对呼吸系统产生刺激和损害，引发多种呼吸系统疾病，

如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和肺炎等。长期暴露在这些有

害物质中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不注意个人防护的人，容

易出现呼吸困难、咳嗽和咳痰等症状，严重的会导致气

道疾病的加重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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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肤病

印刷过程中，化学物质和颗粒物会接触到劳动者的

皮肤，导致皮肤病的发生。染料、油墨和清洗剂中的化

学物质可能引起接触性皮炎、湿疹和过敏性皮炎。此外，

如果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例如戴手套和

穿防护服，长期暴露于有害物质中，可能会导致皮肤干

燥、瘙痒、红肿和溃疡等症状。

3. 眼部疾病

印刷过程中，工作人员容易受到颗粒物、化学物质

和紫外线等刺激，对眼睛造成伤害。长期接触化学物质

会导致眼部炎症、结膜炎和角膜病变。另外，紫外线辐

射对眼睛也有一定危害，可能导致眼睛充血、痛苦和视

力下降。

4. 神经系统问题

印刷过程中，有害物质的吸入或接触可能影响工人

的神经系统，导致神经功能障碍和神经病变。有机溶剂

是导致这类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期暴露可能引起头

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和失眠等神经症状。严重的情

况下，还可能引发中毒性脑病和运动障碍等严重神经系

统疾病。

5. 肌肉骨骼问题

印刷业工人的工作姿势和工作环境往往不利于身体

健康，容易引起肌肉骨骼问题。长时间的站立、弯腰、

抬举重物和重复动作容易导致肌肉疼痛、关节炎和脊椎

病。此外，振动和噪声等工作环境因素也可能对肌肉骨

骼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三、印刷企业职业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 降低噪音危害

在印刷车间中，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是产生噪音的

主要来源。为了降低噪音的危害，企业可以采取一系列

有效的隔音措施。首先，使用隔音罩或隔音屏能够有效

地减少噪音的产生和传播。这些设备可以覆盖或隔离噪

音源，使其无法直接传播到工人或周围环境。其次，为

工人提供耳塞或耳罩等防护用品也是一种有效的措施。

这些防护用品能够保护工人的听力，减少噪音对听觉的

损害。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印刷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噪音

的危害。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工人的听力，提高其工作效

率和舒适度，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安静、整洁的

生产环境。此外，降低噪音还可以减少对周围环境和社区

的影响，提升企业的环保形象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印刷

企业应该重视噪音的防治工作，积极采取有效的隔音和防

护措施，为工人提供一个更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2. 改善作业环境

印刷企业应积极改善作业环境，以减少工伤事故的

发生。首先，提供足够的照明是必不可少的。明亮的照

明不仅可以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还能减少因视线不清

而导致的意外。同时，保持车间的整洁也十分重要。整

洁的车间意味着更少的障碍物和杂物，从而减少了工人

因绊倒或碰撞而受伤的风险。此外，印刷企业还应确保

工作区域的安全出口畅通无阻，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合理规划工作流程和布

局也是减少工伤事故的有效方法。通过优化工作流程和

布局，可以减少工人的疲劳和重复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也降低了工伤事故的风险。

3. 提供培训和健康检查

印刷企业应定期为工人提供职业健康检查，及时发

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职业健康检查包括听力、呼

吸系统、皮肤等各个方面的检查，以确保工人的身体状

况符合工作要求，并及早发现任何可能的健康问题。通

过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印刷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工人的

健康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治疗和预防，保护工人

的身体健康。同时，印刷企业还应为工人提供相关的培

训，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培训内容可

以包括印刷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有害因素和相应的防护措

施，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应急处理方法等。通过培训，

工人可以更加了解印刷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防护措施，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通过职业健

康检查和培训，印刷企业可以更好地关注工人的身体健

康和安全，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培训机会，提高工人

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不仅可以保障工人的身

体健康和工作安全，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因此，印刷企业应该重视职业健

康检查和培训工作，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培训

机会，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安全。

4. 优化生产流程

印刷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来降低废品率、减

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排放。优化生产流程包括对设备、

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

量，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例如，采用高效印刷设

备和工艺，使用环保材料和油墨，优化版面设计等措施，

都可以减少废品率和有害物质的产生。同时，印刷企业

还应合理安排工作计划，避免工人的过度劳累。过度劳

累可能导致工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降，增加职业病的

发生风险。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包括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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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作时间、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等措施，以减轻工

人的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避免其对职业病的易感性。

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印刷企业可以

降低废品率、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排放，保护环境和

工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增

加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印刷企业应

该重视优化生产流程和合理安排工作计划的工作，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改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重提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能够有

效地降低印刷企业职业病的发生率，保障员工的健康与

安全。最后，期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印刷企业提供一个

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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