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昌平区司法局

建筑业八大工种有哪些职业危害？
案情介绍：

日前， 昌平区百善镇某
小区的姬某给父亲网购了一
款小型按摩仪， 在派送过程
中， 快递员没打招呼， 就把
快递放在了小区的快递柜里，
并给姬某的手机发了取货码。
然而姬某夫妇出去旅游， 他
父亲又不会使用快递柜， 一
拖拖了好几天。 等到姬某回
来时 ， 快递员又告知姬某 ，
延时未取的快递被拿回快递
点， 需要姬某自取。 生气的
姬某与快递员大吵一架， 要
求必须给个说法。 双方因此
产生争执， 到百善法律援助
工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

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 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快
递服务标准， 规范快递业务
经营活动 ， 保障服务质量 ，
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并应当
符合下列要求： （四 ） 企业
应当将快件 （邮件） 投递到
约定的收件地 址 和 收 件 人
或 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
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 业 投 递 快 件
（邮件）， 应当告知收件人当
面验收。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
《智能快件箱投递服务管理规
定 (暂行)》 第七条也明确规
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
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前，
应当征得收件人明示同意。

可见， 该快递企业的做
法是不合规定的： 第一次投
递时， 快递员应当依照规定，
明确征求姬某意见， 是选择
上门投递还是暂放在快递柜
内 ， 而不 能 为 方 便 自 己 直
接放在快递柜； 快递因超时
被取回后， 快递点可以选择
联系收件人， 妥善安排二次
投递， 而不能强硬要求收件
人必须到快递点自取。

听了工作人员的一席话，
快递员转变态度， 向姬某道
了歉 ， 坦 诚 自 己 的 做 法 确
有不妥， 但每天要投递上百
件快递， 确实没有时间一一
处理， 希望姬某能谅解他们。
后双方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达成和解。

工作站提示：
随着网购的日益繁盛 ，

快递行业也风生水起。 工作
人员建议快递企业及员工要
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工作， 同
时也提醒大家： 若快递公司
违反相关规定， 买家有权向
邮政管理部门举报， 也可通
过诉讼途径主张损失赔偿 。
此外， 未经收件人确认， 将
包裹投入快递柜并不能等同
于收件人已收货， 若收到破
损的物件， 买家仍然有权向
网络商家主张赔偿。 建议市
民收到投放提示短信后， 尽
快到快递柜查收包裹， 以免
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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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递柜投递物品
快递员应先征得收件人同意

对于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者而
言， 纵使最终获得了赔偿， 拿到
了待遇， 但其失去的健康与经历
的痛苦是无法用金钱弥补的。 故
此， 事前预防重于事后救济。 近
日， 由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
究中心历时两年多调研总结出来
的油漆工、 木工、 钢筋工等建筑
业八大工种职业安全危害与防护
措施， 为从业者的安全与健康撑
起了一把 “保护伞”。

油漆工
事故案例

湖南省邵阳县54岁的蒋某连
续干了12年融涂料、 刷墙漆、 喷
漆等建筑业油漆工作。 2010年7
月12日求医治疗时， 他已经出现
严重的头昏、 乏力、 思维判断能
力下降症状。 经医院诊治， 他因
装修污染患上了白血病， 住院不
久离开人世。 蒋某说， 他的弟弟
也是一名装修工人， 早在2002年
就因白血病而去世。

主要危害
油漆工经常接触的油漆和装

饰胶中大量使用的苯系物会损害
人的造血机能， 引发血液， 也可
致癌。 具体表现为患者的白细胞
和血小板降低， 易感染和出血倾
向， 甚至发生全血细胞减少症、
再生障碍性贫血或白血病。 较轻
的症状常常表现为皮肤红肿、 干
燥、 瘙痒等。

现在市面上多采用溶剂型油
漆作业， 作业过程中调和好的油
漆有60%溶剂， 该溶剂中含有容
易挥发的有毒有害物质。 这些物
质挥发出来后， 如果现场作业人
员无防护， 或防护条件差， 就会
大量吸入。 长期吸入这些物质易
引起头痛头晕。 短时间内吸入高
浓度的苯还可引起急性苯中毒，
轻度中毒会造成嗜睡、 头痛、 恶
心， 重度中毒可出现视物模糊、
震颤、 呼吸浅、 心律不齐、 抽搐
和昏迷等。 少数严重病例会出现
呼吸和循环衰竭而死亡。

防护措施
国家规定在工作场所内苯的

浓度不超过每立方米6毫克， 甲
醛不超过每立方米0.5毫克 。 如
果单位没有公示检测结果， 油漆
工可按照嗅觉来判断 。 一般来
说， 如果能闻到苯的芳香味道，
就说明苯已经达到每立方米5毫
克以上了。 如果味道剌鼻， 肯定
是严重超标了。

油漆工除佩戴防护服装外，
要注意在工作场所通风， 每工作
1－2个小时要休息10－15分钟并
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 避免毒物
对呼吸道黏膜的持续刺激。此外，
要尽量选择使用无害或毒害低的
无苯油漆、低甲醛合成板等。

木工
事故案例

齐某系某建筑劳务公司木
工。 2009年底在工作期间锯伤左
手手指。 后被认定为工伤， 伤残
等级为8级。 公司支付医疗费后
不再理他 ， 后经仲裁和强制执
行， 齐某获得工伤待遇。

主要危害
木工极易发生的是机械切割

伤害。 致伤木工机械中最多的是
铣床， 其次是电刨床， 再次是电
锯 。 此外 ， 木粉尘损害不容忽
视。 该粉尘可能引发一些呼吸道
病症和过敏症状。

研究表明， 木材在锯和刨工
序中， 因高温缺氧容易产生一种
叫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质， 该物
质被吸入体内后有可能引发鼻癌
和呼吸道疾病。

防护措施
木工经常使用的平刨机、 压

刨机及圆盘锯等机械工具， 在安
装时一定要把基座安装稳固。 在
操作这些设备时， 必须遵守操作
规程 。 譬如 ， 刨旧料时先将铁
钉、 泥砂等清除干净， 每次刨削
量不超过1.5毫米 ， 进料速度均
匀等。 二人操作时， 进料速度应
配合一致。 当木料前端超过刀口
30厘米后， 下手操作人员方可接
料。 木料刨至尾端时， 上手操作
人员应注意早松手， 下手操作人
员不得猛拉。

此外， 在施工过程中， 操作
人 员 要 佩 戴 能 吸 附 有 毒 气 体
的口罩。

防水工
事故案例

2006年7月20日 ， 广州市海
珠区一建筑工地发生5名防水工
人中毒事故。 其中2人死亡。 当
时， 工人们正在地下室外墙与挡
土墙之间的构造坑内， 在地下室
外墙刷涂氯丁胶粘剂贴氯化聚乙
烯橡胶共混护防水卷材。 因胶粘
剂中有毒气体挥发， 施工空间狭
窄、 通风不良， 缺少保护， 最终
酿成事故。

经查， 该工程所用氯丁胶粘
剂是施工方从商店购买的 “三
无” 产品， 施工前未送检， 事故
经检测含有大量苯类溶剂， 工人
中毒确定为苯中毒。 此类事故具
有夏季多发、 伤亡较大、 后果严
重的特点。

主要危害
防水工面临的主要职业危害

是高温 、 沥青烟 、 煤焦油 、 甲
苯、 二甲苯、 汽油等有机溶剂和
石棉。 可引起的法定职业病是甲
苯中毒、 二甲苯中毒、 接触性皮
炎、 痤疮、 中暑等。

其中， 煤焦油及其分离化合
物苯、甲苯、二甲苯和沥青烟，是
引起防水工职业病的重要物质。

防护措施
由于苯在生产环境空气中

以蒸汽状态存在， 主要通过呼吸
道进入人体， 蓄积在人体内的苯
主要分布在骨骼、 脑及神经系统
等富有类脂质的组织中， 所以，
注意工作场所通风十分重要。 与
此 同 时 ， 要 控 制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限 制量值 ， 作业时佩戴防毒
护具、 防护手套。 从业人员要做
好定期体检 ， 发现不适及时脱
岗。 此外， 施工现场还需防火防
爆防摔伤。

抹灰工
事故案例

2014年9月25日 ， 四川籍农
民工林英书在呼和浩特市一商业
用房内二楼作业时， 不慎从楼梯

口摔下并酿成重伤。 医院抢救4
天， 花费10多万元， 她才保住了
命。 但是， 因施工单位、 包工头
不支付医疗费， 后续治疗难以为
继。 医生说若不及时治疗， 其将
瘫痪在床。

主要危害
抹灰工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石

灰 、 水泥 、 粉煤灰 、 建筑石膏
等 。 对其身体损害最大的是水
泥。 成品水泥中二氧化硅含量在
2%左右 ， 长期吸入高浓度水泥
可发生水泥尘肺。 此外， 抹灰工
还面临眼睛皮肤受损、 高温、 高
空作业等风险。

防护措施
确保工作场所有害物质在

国家规定限值以内。 佩戴符合标
准的防护用品。 做好定期体检，
发 现 职 业 禁 忌 应 尽 早 脱 岗 。
脚手架铺板高度超过2米时， 应
由架子工支搭， 检查验收后方可
操作。

砌筑工
事故案例

2015年11月26日， 砌筑工惠
某在刚砌好的砖墩子上盖楼板
时， 连人带楼板跌落地面。 经诊
断， 其多处骨折， 构成8级伤残。
除花费7.9万元医疗费外 ， 还需
后续治疗费用2.6万元 ， 误工期
270天。

主要危害
砌筑工除面临高温、 高空作

业风险外， 其经常接触的砂浆中
含有水泥、 石灰膏等原料。 如果
操作不慎长期吸入高浓度水泥可
引发水泥尘肺和矽肺， 症状轻者
表现为气短、 干咳等。 水泥遇水
或汗液能生成碱性物质刺激皮肤
发炎 ， 若进入眼睛会引起结膜
炎、 角膜炎。

防护措施
针对高温高空作业可能引起

的危害，砌筑工要佩戴防护用品，
同时， 要注意在施工前检查脚手
架，施工时正确使用脚手架，严禁
站在墙上工作或者行走。 若发现
身体不适应需尽早脱岗。

钢筋工
事故案例

2014年12月29日， 清华大学
附属中学宿舍楼工地发生坍塌，
造成13名在基坑内进行绑扎钢筋
作业的工人死亡。 经查， 事故直
接原因是未按要求堆放物料、 制
作和布置马登， 马登与钢筋未形
成完整结构体系， 致使基础底板
整体坍塌。

主要危害
钢筋工面临的主要伤害风

险是噪声、 金属粉尘、 高温、 高
空、 坍塌等。 噪声除损害人的听
觉外， 还影响工作效率， 在某些
场所还可掩盖信号引发事故。 金
属粉尘主要产生于切割、 焊接等
过程中， 可引起包括铝尘肺和电
焊 工 尘 肺 等 多 种 职 业 性 肺 部
疾患。

防护措施
针对噪声危害， 要正确佩戴

防声耳塞、 防护耳罩等。 针对金
属粉尘， 要选择过滤效率高的防
尘口罩 ， 如MD95和MD等 。 此
外，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发
现不适及时调岗。

架子工
事故案例

2010年深圳市南山区一工地
发生防护棚倒塌， 造成10名架子
工9死1重伤。 究其原因， 是该棚
架设在六七十米高的24楼外墙
上， 上面站着11个人， 再加上塔
吊运送上来的800斤材料， 瞬间
发生惨剧。 而9名死者都是临时
上岗人员， 其中有5人是刚入职，
未经过相关培训， 不知道防护棚
不能承重这个常识。

主要危害
架子工主要职责是搭设操作

平台 、 安全栏 、 井架 、 支撑架
等， 常常需要高空作业， 坠落风
险很大。 由于在室外作业， 受到
的高温影响也较大， 容易中暑。

防护措施
搭设防护棚、 防护网人员要

具备专业知识， 不能在高空施工
过程随意调换人员。 架子工在操
作中做好 “三保 、 四口 、 五临
边 ” 防护工作 ， 密切关注楼梯
口、 电梯井口、 预留通道， 以及
基坑临边 、 楼层临边 、 屋面临
边、 阳台临边、 升降口临边的情
况， 防止坠落。

混凝土工
事故案例

2011年9月5日， 刚刚入职 、
担任某建筑公司混凝土工的郑某
在工作中受到机械伤害。 其左手
小指中节指骨被皮带轮挤碎， 后
因感染截指 。 其后被认定为工
伤， 构成9级伤残。

主要危害
混凝土施工所涉及的伤害主

要是机械伤害、 噪声伤害、 高温
和局部振动伤害。

其中， 在振捣混凝土时， 操
作 工 的 身 体 局 部 会 跟 随 振 动
机 械 振 动 ， 该 振 动 易 引 起 振
动病。

患者的症状表现为手麻、 手
胀、 手凉、 手掌多汗等， 此外还
有头痛、 失眠、 乏力、 注意力不
集中等。 由于伴随噪声影响， 还
有患者伴有耳鸣和听力减退等。

防护措施
对于噪声危害， 主要采用佩

戴防声耳塞、 帽盔等办法。 防声
帽盔的优点是隔声量大， 可以减
轻噪声对内耳的损害， 对头部有
防振作用。

对于局部振动损害， 最主要
的防护用品是戴防振手套。 该手
套以纱手套和革制手套为基础，
在手套掌部加一定厚度的泡沫塑
料、 乳胶以及空气夹层合成橡胶
或泡沫橡胶来吸收振动。 为了安
全， 在浇筑拱型结构时要两边对
称浇筑， 以防偏压造成坍塌。 浇
筑料仓漏斗形结构时， 要先将下
口封闭， 防高坠。 浇筑离地面2
米以上框架、 过梁、 雨篷、 小平
台时， 要站在操作平台上作业，
不得站在模板和支撑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