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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化企业乙烯三期及 ABS工程劳动卫生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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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作业场所劳动卫生学调查 , 结果各项监测指标

单项指数达标率有害气体为 94.2%, 粉尘为 66.7%, 噪声为

86.7%。该工程各生产装置的综合指数均小于 1 , 评价分级均

为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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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油化工企业乙烯三期工程及 ABS 工程 , 包括 32 个单

项工程 , 生产装置和部分辅助工程系从国外成套引进。 为了

掌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对作业环境的危害程度 , 提

供工业卫生防护的依据 , 从而达到保护职工健康的目的 , 我

们于正式投产前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与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1　一般劳动卫生学调查　调查装置的主要原材料及用量 ,

主要产品及产量 , 生产工艺过程和卫生防护设施情况。

1.2　职业有害因素测定

1.2.1　监测规范　根据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

范》 要求 , 凡有操作 、 巡检的地方均作为毒害监测的岗位。

连续采样测定 3天 , 每日上 、 下午各测定 1 次 , 有毒有害气体

采样取平行样。

1.2.2　测试项目及方法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丁二烯 、 乙

苯 、 苯乙烯 、 丙烯腈 、 二甲基甲酰胺用气相色谱法;硫化氢

用对氨基二乙基苯胺比色法;氢氧化钠用酸碱滴定法;粉尘

均为滤膜称质量法;噪声使用 HS6220 型声级计。

1.2.3　评价标准　毒物评价标准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 (TJ36—79), 噪声按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87—85)执行。

1.3　工人健康检查　工人上岗前均进行体检 , 体检项目除询

问病史 、 自觉症状和内外科检查外 , 还做胸透 、 B 超 、 心电

图 、 血常规 、 肝功能等实验室检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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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主要原料 、 产品　主要原料有乙烯 、 丁二烯 、 苯 、 丙

烯腈 、 顺丁橡胶等;主要产品为苯乙烯 、 乙苯 、 通用级聚苯

乙烯 、 抗冲级聚苯乙烯 、 ABS , 主要副产品是甲苯 、 废聚合物

等。

2.1.2　主要有害因素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和主要原料 、 产

品 、 催化剂 、 添加剂以及生产中可能产生和泄漏的有毒有害

物质 , 确定主要有害因素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 、 苯乙烯 、 乙

苯 、 丁二烯 、 丙烯腈 、 硫化氢 、 氢氧化钠 、 二甲基甲酰胺 、

ABS 尘 、 混合有机尘 、 噪声。生产工人中 , 直接接触毒物的有

479 人 , 直接接触噪声的有 551人 , 接触粉尘的有 270人。

2.1.3　卫生防护状况　大庆地处高寒区 , 机动设备基本建在

防寒泵房内 , 泵房设机械通风设施以排出毒物。 生产采用了

较先进的电脑控制 , 实现了管道化 、 密闭化 、 自动化。此外

含有芳烃物质的泵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苯 、 乙苯 、 苯乙烯 、

循环液的储罐和其他有毒物料贮罐均设有氮封;装置内设有

事故罐;含有较高浓度的烃类气体直接排入火炬;含芳烃 、

丙烯腈量较高的废液 , 粘稠状树脂和粉末废渣通过焚烧炉处

理。粉尘排放口均设静电过滤器防尘或配有除尘设备;树脂

在水下切粒 , 粉末物料都密封装卸。风机进出口 、 放空口等

设消音器 , 强噪声的岗位 、 操作室 、 控制室采取消音器 、 装

隔音罩 、 装隔音材料等降噪措施。 装置内生产区配备有毒气

体报警仪;在强酸 、 强碱 、 丙烯腈 、 苯类等岗位 , 现场安排

洗眼器 、 水喷淋器等自救设施;岗位上配备各种防护用品 ,

主要有空气呼吸器 、 长管呼吸器 、 滤罐式呼吸器 、 防尘口罩 、

耳塞 、 胶皮手套等。工人上岗前均经过职业安全卫生培训 ,

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

厂区设有 150m2 医疗急救站 , 备有现场急救器材 , 救护用

具 、 设备 、 急救药品等 , 医护人员 24 小时值班 , 基本满足一

般人身事故抢救工作的需要。

2.2　监测结果

2.2.1　作业环境空气中尘毒浓度与测定地点单项指数 (Pi)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对 21 个测定地点 143个采样点 , 采1 656个

样品 , 测定 10 种有害气体浓度。本文仅将 Pi值大于 0.1 者列

入表 1。从表 1 中可见 , 作业环境空气中苯浓度在苯乙烯装置

乙苯泵房为 81.64mg/m3 , 超过卫生标准 1 倍 , 按卫生预评价

规范判定 , 单项指数为 2.04;丙烯腈浓度在 ABS 装置主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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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及SAN装置丙烯腈原料泵房高于卫生标准 , 单项指数分别

为1.035及 1.750。其他测定地点各测试项目单项指数均小于

1 , 为达标。有害气体单项指数达标率为 94.2%, 为合格。粉

尘2 种 , 测定 6 个地点 , 结果有 2 个测定地点超过卫生标准 ,

为ABS 装置造粒厂房二楼 、 四楼的混合有机尘 , 粉尘单项指

数达标率为 66.7%。

表 1　作业环境尘毒测定结果 (mg/ m3)与单项指数 (Pi)

生产装置 尘毒名称 测定地点 样品数 平均值 卫生标准 Pi值

苯乙烯 苯 中间罐区泵房 48 6.28 40 0.157

乙苯泵房 36 81.64 40 2.041

苯乙烯 中间罐区泵房 48 31.28 40 0.782

聚苯乙烯 苯乙烯 原料泵房 36 4.99 40 0.125

工艺主厂房 36 11.49 40 0.287

氢氧化钠 碱泵房 12 0.20 0.5 0.400

丙烯腈 主掺厂房 24 2.07 2 1.035

混合有机尘 造粒厂房一楼 60 8.66 10 0.866

造粒厂房二楼 36 15.09 10 1.509

造粒厂房三楼 36 7.93 10 0.793

造粒厂房四楼 36 10.84 10 1.084

SAN 丙烯腈 丙烯腈原料泵房 24 3.50 2 1.750

聚合厂房 36 0.86 2 0.430

　　注:参照美国 (ACGIH)生产环境化学物质阈值 (1989～ 1990)。

2.2.2　作业环境噪声强度与单项指数　噪声强度共测定 30个

工作地点 , 检测结果苯乙烯装置压缩机房一层 、 二层 , ABS 装

置风送厂房 , SAN 装置造粒厂房均高于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

计规范 , 按卫生预评价规范 , 单项指数分别为 1.074、 1.118 、

1.104、 1.083 (见表 2)。其他噪声的测定地点均符合卫生标准

要求 , 单项指数均小于 1。噪声单项指数达标率为 86.7%。在

正常生产情况下 , 每个工作日工人的岗位巡回接触时间均小

于120分钟。其余都在控制室内 , 室内噪声符合标准 , 少数在

超标环境下工作的工人 , 可以通过加强个人防护来解决噪声

危害问题。

表 2　作业环境噪声强度[ dB(A)] 超标情况与单项指数(Pi)

生产装置 测定地点 测定均值 接触时间 (分/日) Pi值

苯乙烯 压缩机房一层 96.7 120 1.074

压缩机房二层 100.6 120 1.118

ABS 风送厂房 99.4 120 1.104

SAN 造粒厂房 97.5 120 1.083

　　注:卫生标准为 90dB (A)。

2.3　体检结果　乙烯三期及 ABS 工程共 891 人进行了较全面

的上岗前体检 , 占应检总数的 100%, 其中女工 270人。 检查

结果表明 , 各项临床指标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 , 未见职业禁

忌证。

2.4　综合卫生评价级别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 , 接触多种有害

气体和噪声 , 为了更加明确的评价多种有害因素对工人的危

害 , 我们采用卫生部 1994 年发布的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

预评价规范》 中规定的 “综合卫生预评价级别” 来判定。由

表 3 可见 , 该工程各生产装置综合指数均小于 1 , 评价分级均

为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表 3　各生产装置测试项目综合评价指数 (Ⅰ)

生产装置 N 综合指数 (Ⅰ) 评价分级
综合卫生预
评价级别

苯乙烯 7 0.912 Ⅰ 合格

聚苯乙烯 3 0.676 Ⅰ 合格

ABS 7 0.787 Ⅰ 合格

SAN 7 0.928 Ⅰ 合格

污水处理 5 0.036 Ⅰ 合格

3　劳动卫生学综合评价

3.1　本次作业环境监测是在装置投料试车生产出合格产品 ,

并经过一段时间试生产后进行的 , 全系统各类设备运行正常 ,

满负荷生产。因此所测各项资料均能反映该装置正常生产情

况下的工业卫生状况。

3.2　本次评价所测的 10种毒物 、 2 种粉尘指标和噪声强度 ,

单项指数达标率有害气体为 94.2%, 粉尘为 66.7%, 噪声为

86.7%。该工程各生产装置的综合指数均小于 1 , 评价分级均

为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3.3　该工程接触的化学性有害物质 , 如苯 、 丙烯腈 、 硫化氢

等属高毒物质。因此须加强对该装置职工进行防毒知识教育 ,

提高自救互救和对事故的应急能力 , 加强个人防护 , 防止急

性中毒事故的发生。

3.4　要求操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 、工艺纪律;加强对设备的巡

检 、保养和维修 ,及时消除跑冒滴漏;特别是对工业卫生防护设

施的维护和保养 , 以保证在生产中发挥正常运行的效果。

4　建议和措施

4.1　加强监测工作 , 定期对车间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监测 ,

以便随时掌握生产场所有害因素的变化 , 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对易发生中毒的排放点也应设监测点 , 不定期监

测 , 以防意外事故发生。对于噪声更应给予重视。

4.2　加强健康监护工作 , 定期对工人进行健康检查 , 观察低

浓度 (强度)下有害因素对生产工人健康的远期影响及多种

有害因素对人体的联合作用。

4.3　建立车间工业卫生档案及健康监护档案 , 对有害作业场

所的基本情况 、 日常监测及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等资料 , 要

分别记录在档案中 , 形成动态档案管理。

4.4　在事故及检修期间需进入容器内作业时先进行毒物 、 可

燃气体和氧含量测定 , 合格后方可作业 , 并采取必要的卫生

监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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