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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放电现场职业卫生评价

沈阳职工医学院临床医院 1( 1。。 2 )4 曹洪 伟

高压放电对生态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刚刚开始
。

随

看高压放电试验的广泛应用
,

从事高压放电工作者也

逐渐重视工作环境所产生的有害因素
。

我 国部分高压

放电工作者做 了外周血细胞效应
、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

核率
、

染色体畸变以及姊妹染色体互换频率的研究
,

其结果与对照组相 比
,

各项指标均有非常显著差异
。

但高压放电车间所产生的有害因素种类及其 强 度 如

何
,

国内尚缺乏综合性评价报道
。

为了进一步探讨高

压放电现场有害因素种类及其强度
,

我们对厂内高压

放 电试验室进行了职业卫生评价
。

1 一般情况

此试验大厅 面积为 10 0 x 3 0 m
,

高30 m
,

其结构为

封闭式
,

配有空调及通风设备
。

试验设备 3 6 0 o k V 冲

击电发生器 (人工雷电 )
、

冲 击 能 量 2 40 千焦 / 2 2 5 0

kV
,

工频试验变压器 50 周 (高压交流电 )
。

试验任务
:

(1 ) 冲击试验
:
在电网受雷电击时

,

变压 器 承 受能

力
,

保证系统安全 , ( 2) 工频高压试验
:
在系统运行

下的可靠性
、

变压器在操作时耐受高电压的性能等
。

2 现场测试

2
.

1 试验条件

电压 i 4 0 0 k V条件下
,

3 6 0 0 k V 冲击电压发生器棒

对板空气间隙击穿试验 (雷电冲击 ) 间隙 Zm
,

每次试

脸连续放电 60 次
,

放电位置距地面高 6 m
。

2
。

2 测定有害因素

2
.

2
.

1 高频电磁场
:

使用R J 一 2型 高 频 (近 区 ) 场强

仪
,

侧定位置分别距离放电中心 3m
、

10 m处
。

2
.

2
.

2 电离辐射 ( X 射线 ) :

考虑到高压放电环境中

X 射线的能量不高
,

刘量水平又低
,

因此
,

这次测定

中采用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研制的高灵

墩热释光剂量测量方法 (简称 T L材料 )
,

在 放 电棒

下端距离地面高 6川处设中心点
,

通过中心点拉一水

平直线 (棉布带 ) ,

在此线同一侧面每隔 45 度角
,

由

中心点引出水平线
,

计 5条
。

每条线距中心点 Zm
、

4 m
、

6 m 处吊垂线
,

从每条垂线最高点开始向下每

确 l m设一取样点
,

共设 9c 个点
。

第 2
、

第 4 角度又

加屏蔽样品 s6 个点进行比较
。

屏蔽材料为 12 号导电布

预防电磁辐射的干扰
。

2
.

2
.

弓旅冲呢声
、

. 旅粗射 : 洲试仪器分别为 N D 一 6

型精密声级计
、

R L 一 76 1型微波漏能仪
,

测定位 置 离

放电中心 10 m处
,

离地面 0
.

8m处
。

2
.

2
.

4 臭氧
、

氮氧化物
、

离子浓度
:

分别应用 --N (二

甲 ) 对苯二胺代盐酸法
、

盐酸蔡 乙 二胺比色法
、

D LY

一
A 型大气离子侧定仪

,

采样时间为放电前
、

放电后
,

采样位置为操作人员呼 吸带
,

分别 在 离 地 面高 7 m

处
、

操作室二楼过道等处
.

3 浦定结果

3
.

1 高频电场强度
:

离地面高 6 nI
、

离放电中心水平

距离 3 护处为 2
.

5一 15 V /m
,

10 m处未测出
。

3
.

2 X射线照射量
:

照射量在 。 一 8
.

07 范围
,

随距离

增加其照射量值下降
。

用导电布屏蔽采样其照射量测

量值大于非屏蔽照射量测量值
,

高达 3 一 1 3
.

8倍
。

测

量第 2
、

第 4 角度的照射量明显高于其它角度的样品

照射量
。

3
.

3 脉冲噪声
:
脉冲保持最高声级 124 分贝 ( )A

,

最低

声级 1 00 分贝 ( A )
,

频谱特性呈显高频噪声
,

峰值保持

1 2 0一 1 3 3
.

5分贝 ( A )
。

3
.

4 微波辐射强度
:
微波漏能低于 2

.

5拌w /cnI
, 。

3
.

5 臭氧浓度
:

放电试验前和试验操作室均未检出
,

在试验现场放电 11 次后臭氧浓度。 .

0 4 4几嗯/ m
, ,

60 次

后 0
.

1 2 8m g / :IT 3 ,

似有放电次数和浓度之间呈正比例

关系
,

二楼过道处未检出
。

3
.

6 氮氧化物浓度
:

放电试验前和操作室浓度为 0
.

0 36

~ 0
.

0 4 9即 g /拼 3 ,

放电 8 ~ 6 0 次其 浓 度 为 0
.

0 7 9~

0
.

0 8 8m g / m
3 ,

二楼过道处为 0
.

0 7 3住嗯/ m , 。

3
.

7 离子浓度
:
放电现场随着放电次数增多而正离子

浓度下降
,

负离子浓度有上升趋势
。

4 结论

4
.

1 高压冲击放 电产生脉冲噪声
,

其脉冲保持值高达

2 2 4分贝 (A )
。

4
.

2 高压放电产生电磁辐射
,

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

其强度均在卫生标准 以下
。

4
.

3 高压放电确有低能 K射线的存生
,

导电布屏蔽侧

量值高于非屏蔽测量值
。

导电布屏蔽能消除侧量X射

线时的干扰因素
。

4
.

4 高压放电产生臭氧和氮氧化物
,

但其浓度不超卫

生标准 , 离子浓度有变化
,

正离子 浓度下降
,

负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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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增加
。

4
.

5较强的脉冲噪声
、

低于卫生标准的高频电场
、

微

波漏能
、

臭氧
、

氮氧化物
、

X射线
、

有变化的离子浓

3 6 7

度对高压放电作业人员机体的影响箫要进一步研究
。

(本文承蒙沈职 医学院临床医院副教授
、

副主任医 师事

春 粗院长审阅
,

致谢
。

)

某炼油厂 41 起急性职业中毒的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

北京燕化公 司职防所 (1 0 2 5 0 0) 王如 刚 宁文生

本文对某炼油厂 22 年间 41 起急性职业中毒进行了

分析
,

报告如下
。

1 资料来泣

资料来源于该厂工伤事故档案
、

病历 记载和调查

当事人
。

该厂 22 年间共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41 起
,

中毒

共 58 人
,

其中男性39 人
,

女性 19 人
。

2 结果分析

2
。

1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主要原因

违章操作和无防护措施是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主

要原 llr
;
缺乏 安全和职业卫生知识

,

对作业环境条件

重视不够
,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
,

设备腐蚀
,

维伶不及

时
,

发 生跑
、

冒
、

漏等
,

也 是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原

因
。

2
.

2 急性职业中毒患者的年龄分布

由表 1 可见
,

在 5 8例念性职业中毒 患 者 中
,

以

20 ~ 岁年龄组为最多
,

占 5 6
.

9%
;
35 岁以下职工共 52

例
,

占 8 9
.

7%
。

表 1 5 8例急性职业中毒患者年龄分布

年龄组 15 ~ 2 0~ 2 5~ 3 0~ 3 5 ee 连o or 合计

2
。

3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地点 (装置 ) 和工种

从表 2 可见
,

急性职业中毒多发生在酮苯脱蜡装

置 (占26
.

8 % )
,

其次是加氢精制装置 (占 14
.

6% )
。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工种中
,

生产工 36 例
、

检维修工

17 例
,

分别占62
.

1%和 29
.

3% , 表明急性职业中毒主

要发生在检修和处理事故时
。

表 2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地点 (装置 ) 的分布

装置 酮苯 加氢 催化 供排 水 丙 烷 合计

次数 1 1 6 4 4 3 2 8

% 2 6
.

8 1 4
.

6 9
.

8 9
.

8 7
.

3 6 8
.

3

注
:

次数低于 3 的装界未列于 此表内
。

2
.

4 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主要毒物

混合溶剂 (含甲苯
、

苯
、

丙酮
、

丁 酮 ) 中 毒 最

多
,

占3 6
.

6 % , 其次是液化石油气 (含 乙
、

丙
、

丁
、

戊的烷烯烃混合物 ) 中毒
,

占2 4
.

4 %
,

H : S 占19
.

5 %
,

汽池和 C O 中毒各占了
.

3% (次数低于 3 的 毒 物 未列

出 )
。

3 预防对策

3
.

1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

强化安全意识
,

严格遵守安

全生产操作规程
,

杜绝违章作业
。

3
.

2 加强生产设备的及时维修和科学管理
,

防止物料

泄漏
。

对生产装置进行职业安全卫生评估及限期治理

隐患
。

3
.

3 加强职业安全卫生教育
,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

掌

握必要的防护知识
,

了解各自岗位存在的毒物及中毒

时自救互救常识
,

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
。

3
.

4 进入塔
、

罐作业时
,

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

加强

个人防护用 品的使用
,

配戴防毒面具
,

必要时配备氧

气呼吸器
。

检修过程中
,

应定期做空气监测
。

(此文得到该厂安监处马 宏圈处 长的大力协助
,

谨此 致

谢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