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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按照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规定的

预评价指标和方法对某大型炼油扩建工程竣工生产后的劳动

卫生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 旨在为改善炼油企业作业环境

提供依据及对规范应用做一探讨。

1　内容和方法

1.1　工程概况

该项工程是由我国自行设计 、 施工的大型扩建项目 , 总

投资为 10 亿元人民币。 主要原料为原油;主要产品为石脑

油 、 柴油 、 蜡油 、 加氢石脑油 、 工业氢等。全部工程 (三套

生产装置)均为露天框架式结构 , 属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生

产设备 , 危害因素较多。在生产过程中 , 当设备管道生产系

统密闭不严时 , 可产生大量硫化氢 、 氨 、 液化气等有害气体

污染作业环境 , 同时在现场还有机泵等动力设备产生的一定

程度的连续稳态噪声。

车间工人五班三倒。外操工人每小时巡视一次 , 在巡视

过程中要接触上述危害因素。 现场设有硫化氢和可燃气浓度

测试报警系统和急性中毒抢救器材。重点岗位工人还配有携

带式袖珍气体浓度检测仪。

1.2　监测内容

该工程除了少数岗位外 , 多为露天框架式管道化生产。

在了解生产工艺和现场一般劳动卫生情况的基础上 , 于工人

经常操作或停留的地点进行了有害气体 (硫化氢 、 液化气 、

氨)浓度和噪声强度测定。

1.3　监测方法

硫化氢测定用化学比色法;液化气测定用气相色谱法

(日本产岛津 GC9A);氨测定用分光光度法 (721 分光光度

计);噪声测定用直读法 (丹麦产 2230 精密积分声级计), 根

据工人 接触噪声时间 , 计算 8 小时等效 连续 A 声 级

(LAeq8h), 即噪声接触水平;风速测定用直读法 (QDF-3型球

式电风速计)。

1.4　评价方法

1994年卫生部发布的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

范》 。

2　结果

2.1　空气中有害气体浓度与测试点单项指数 (Pi)

车间空气中有害气体浓度和测试点单项指数见表 1 和表

2。此外 , 氨的测试点仅为 1 个 (脱硫车间汽提泵房), 样品

数为 10个 , 平均浓度为 0.8mg/ m3 , Pi值为 0.03。

作者单位:110005沈阳　辽宁省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所 (李刚 、 孙

莉), 辽阳市工业卫生监督监测所 (王国宏 、 杨光伟)

表 1　车间空气中硫化氢浓度 (mg/m
3
)
＊
与单项指数 (Pi)

车间 测试点 样品数 平均浓度 Pi

脱硫车间 脱硫泵 14 0.4 0.04

汽提泵 8 3.1 0.31

脱硫塔 6 0.4 0.04

控制室 8 0.4 0.04

加氢车间 丁烷塔 8 0.4 0.04

稳压罐 4 0.4 0.04

常减压车间 脱水口 4 0.4 0.04

初馏塔 4 1.0 0.10

　　＊我国车间空气中硫化氢最高容许浓度为 10mg/m3

表 2　车间空气中液化气浓度 (mg/m3)＊与单项指数 (Pi)

车间 测试点 样品数 平均浓度 Pi

脱硫车间 脱硫泵 10 2.9 0.0029

加氢车间 回硫泵 6 4.5 0.0045

稳压罐 8 5.8 0.0058

　　＊我国车间空气中液化气最高容许浓度为1 000mg/m3

2.2　车间各岗位噪声强度与单项指数

噪声强度共测定 8 个岗位 , 各岗位工人 8 小时噪声接触

水平及单项指数见表 3。

表 3　车间各岗位的噪声强度 (dB)＊与单项指数 (Pi)

车间 测试点 A 声级范围
接触时间

(分/日)
LAeq8h Pi

脱硫车间 脱硫泵 85～ 87 60 71 0.84

汽提泵 89～ 91 60 71 0.84

加氢车间 压缩机 87～ 95 120 79 0.93

回流泵 85～ 98 120 81 0.95

常减压车间 常操 82～ 85 120 79 0.93

常泵 88～ 98 90 82 0.97

公用车间 空压站 91～ 112 60 91 1.07

循环泵 91～ 100 60 89 1.05

　　＊我国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为 85dB(A)

3　评价

在该项炼油扩建工程竣工生产后的现场环境监测中 , 共

测定毒物样品80个 , 噪声岗位 8 个。经计算和统计各测试项

目单项指数及达标率见表 4。从表 4 中可见:有害气体各测试

点单项指数均小于 1 , 为达标;除 2 个岗位外 , 其他岗位的噪

·154· 　　Chinese J Ind Med , 　　 　 　 　June　1999 , Vol.12　No.3　　



声单项指数也均小于 1 , 为达标。就达标率来看 , 有害气体单

项指数达标率均大于 90%, 为合格;噪声单项指数达标率小

于90%, 为不合格。各车间测试项目综合评价指标见表 5。由

表5 可见 , 该工程总体综合指数为 0.50 , 小于 1 , 评价分级为

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表 4　各测试项目单项指数 (Pi)及达标率 (D)

测试项目 ∑Pi n Pi D

硫化氢 0.65 8 0.080 100%

液化气 0.01 3 0.004 100%

氨 0.03 1 0.030 100%

噪声 7.58 8 0.950 75%

表 5　各车间测试项目综合评价指标 (Ⅰ)

车间 N 综合指数 (Ⅰ) 评价分级
综合卫生

预评价级别

脱硫车间 4 0.52 Ⅰ 合格

加氢车间 3 0.56 Ⅰ 合格

常减压车间 2 0.70 Ⅰ 合格

公用车间 1 1.06 Ⅱ 基本合格

4　讨论与建议

由于炼油企业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自身特点 , 因此就

给劳动卫生监测和防护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1)炼油企业

的框架式生产结构使毒物测定结果受风向和风速影响较大。

如本次监测中现场风速为 2.2 ～ 4m/ s , 硫化氢浓度与风速的相

关系数 r为-0.9 , 可见风速对毒物测定结果影响之大。另外 ,

工人巡视式操作 , 间歇地接触毒物和噪声 , 现场定点监测方

法就很难说明工人实际接触量。 因此对于毒物监测最好使用

个体采样器或采用时间加权浓度来表示。对于噪声监测应根

据工人实际接触噪声时间 , 计算 8 小时等效连续 A 声级

(LAeq8h)。(2)炼油企业的露天框架式生产结构也使设备管道

维护方面增加了难度。 本次结果是刚竣工项目的监测 , 新设

备和新管道跑 、 冒 、 滴 、 漏现象很少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设备管道经过长期的风吹 、 雨淋 、 日晒 , 再加上来自其内部

的化学物质腐蚀 , 跑 、 冒 、 滴 、 漏现象必然要发生。所以 ,

建议在设备管道外层加上防护罩的同时 , 还要做好设备管道

的经常性维护和管理 , 并按规定进行有害因素监测。

本次项目评价结果指出:虽然总体工程综合卫生预评价

结果为合格 , 但绝不能忽视个别不合格岗位 , 对不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的工作岗位 , 应加强设备改造和防护 , 注意个人防

护。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不仅统一了我国工

业企业建设项目的劳动卫生评价方法 , 而且也增加了该项工

作的科学性。应用卫生预评价指标既可以对测试点及测试项

目单独评价 , 又可以对各测试项目综合评价;既可以对各车

间评价 , 又可以对总体工程评价。这种科学的点面结合 、 多

方位的综合评价无疑将会对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预防性卫生

监督工作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此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 , 如单项指数对于以强度为单位的物理因素 (噪声 、 温度

等)的计算问题尚不明确 , 应加以补充完善 , 使之操作性更

强 , 易于推广。

(本工作承蒙张云生 、 李玉杰 、 刘积善 、 于秀兰等同志的支持 , 志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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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 , 说明 “抗氟欣” 使体内的氟排出增加 , 降

低了机体的氟负荷。体内氟负荷的减少 , 也可能间接

地使血中抗氧化酶的活性得到恢复 , 并使氟对机体的

损伤减轻。从 A 组工人服药后的结果来看 , 其血浆

中脂质过氧化产物 MDA 的含量与对照组已无明显差

异 , 提示 “抗氟欣” 通过降低机体氟负荷 , 增强机体

抗氧化能力 , 在预防氟致机体脂质过氧化损伤方面具

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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