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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化企业劳动条件改善情况分析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mprovement of working condition in a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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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大型石化企业劳动卫生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
分析。结果表明 , 劳动条件虽明显改善 , 但职业危害仍较严

重 , 今后应加强治理和职业卫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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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厂建于 1969年 , 是集化工 、 化纤为一体的大型石化企

业。近十年来 , 该厂在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

总结经验 , 并为做好企业职防工作提供依据 , 特进行本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职业危害概况

1.1　生产环境职业危害

该厂下设 18 个分厂 , 产生尘毒害单位 11 家 , 占总数的

61.11%。现有职工 1.47 万人 , 尘毒作业8 724人。职业危害包

括尘 、毒 、噪声 、高温 、射线等。根据 1983 ～ 1985 年尘毒测定结

果 ,部分尘毒浓度超标严重 , 如氯丙烯最高超标 549.8 倍 ,环氧

氯丙烷达 76.0倍 , 苯 、氯气 、聚酯尘均超标 20 倍以上。

1.2　职业危害对人体的影响

自建厂以来共诊断慢性职业病 14 例 , 其中尘肺 9 例 (死

亡3 例), 氯丙烯中毒 2 例 , 苯中毒 1 例 , 丁二烯中毒 1 例

(外来工), 重度噪声性耳聋 1 例。最近 3 年共发生急性中毒

33 人 , 其中氯气轻 、 中度中毒 9 例 , 烧碱灼伤 1 例 , 甲醇中

毒3 例 , 氮气窒息 3例 , 丁基锂中毒 1 例 , 轻 、 中度一氧化碳

中毒15例 , 苯中毒死亡 1 例。累积损失工作日 400 多天 , 直

接经济损失近 100万元。

2　改善劳动条件的主要措施及效果

2.1　建立工业卫生管理网络

1998年成立了工业卫生管理委员会 , 形成了由总厂厂长 、

安全副厂长主管 , 安环处 、 卫生处 、 职能处室 、 各厂安全厂

长 、 安全科 、 工卫专干 、 车间或班组安全员和职防专业人员

组成的有广泛代表性的职防网络。以石化集团公司职防中心

的工业卫生管理内容为蓝本 , 编制了总厂的工业卫生管理工

作标准。由此建立了总厂主管考核 , 职防实施 , 工会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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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并且将工业卫生工作纳入安全管理体系 , 确保了

工作 、 经费的落实。

2.2　技术措施

90 年代共实施较大的治理工程 16 项 , 总投资近2 000万

元。其中粉尘治理 5 项 , 噪声治理 7 项 , 其他物理因素危害

治理 4项。

2.2.1　尘 、 毒害治理　在淘汰落后的装置或工艺的同时 , 对

于超标严重 、 危害大的装置进行改造。如通过对 0 ～ 7 号皮带

机导料槽 、 落煤斗进行更新等 11 项改造 , 从而分期治理了火

力电厂煤尘的危害 , 同时该项目获 1999 年度岳阳市科技进步

三等奖。

2.2.2　噪声治理　采用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的隔声材料 , 噪

声下降值最高达 28dB (A)。噪声治理后均达到国家卫生标

准。

2.3　职业性健康监护

按石化集团公司要求 , 坚持上岗前体检 、 定期体检和退

休前体检 , 体检结果均有信息反馈 , 并提出处理意见。 近 3

年应检5 120人 , 实检4 415人 , 体检率 86.2%。

2.4　定期监测

按 《石油化工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要求 , 坚持对毒害岗

位每季进行定期监测 , 并以监测点标志牌形式悬挂于各车间。

近3 年的监测结果表明 , 苯 、 氯丙烯等 5 种毒物与 1985 年前

比较有显著下降 , 环氧氯丙烷 、 氯丙烯 、 二氧化锰 、 环氧丙

烷 、 聚酯尘的浓度也较治理前有所降低。

2.5　职业卫生教育

根据不同对象 、 不同岗位 , 采用办班讲课 、 现场演绎 、

知识竞赛 、 技术比武等方式分别进行职业卫生教育 , 内容包

括安全卫生 、 厂纪厂规 、 劳动安全 、 职业危害及预防 、 自救

互救和技术训练等。近 3 年 , 累计受教育8 000余人次 , 新入

厂职工受教育率达 100%, 毒害岗位职工受教育率达 90%以

上。

2.6　个体防护

对于经治理仍达不到卫生标准或不宜治理的工种或岗位 ,

则定期发放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 如防噪声耳塞 、 防尘毒口

罩 、 防护服 、 手套等。

3　体会

3.1　增强领导层职防意识

首先 , 将建厂以来的急性职业中毒汇编成册 , 将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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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向领导作专题汇报;其次 , 定期将监测报表上报领导;

第三 , 及时向领导汇报上级部门有关职防工作的政策 、 制度

及会议精神等内容;第四 , 主动介入职防方面的问题 , 为领

导当好参谋;第五 , 成立由总厂厂长挂帅的工业卫生管理委

员会。

3.2　提高工卫人员素质

工卫人员工作在基层 ,他们在职防体检的组织 、收费 、结果

的解释及监测报表的管理 , 中毒事故的调查 、解决及慢性职业

病的预诊断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因此 , 加强这

部分人员的素质培养 ,是提高职防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关键。

3.3　解决基层工作的难点

以往的工作有三难:一是尘毒害严重 , 工人反映大;二

是工人对危害认识不清 , 拒绝体检 , 定期体检率低;三是个

体防护不落实。我们本着以工人为中心的原则 , 多为基层办

实事。如对于尘毒害治理 , 车间工人有反映 , 我们能解决的

尽快解决 , 解决不了的及时说明原因;对于职业性体检 , 发

现问题及时通知职工所在单位 , 并提出合理的处理意见 , 职

工对此反映良好;对慢性职业病的诊断 , 只要符合条件 , 就

立即上报 , 做到诊断 1 例教育一片 , 使广大职工充分认识到

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作为老企业 , 职防工作存在污染重 、 危害大 、 经费少 、

防护难等问题 , 然而经过全厂上下的共同努力 , 企业的劳动

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 但该项工作还将深入细致地开展下去 ,

进而达到清洁生产的要求 , 保障职工的健康。

(本厂职防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数据的提供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石油化工作业工人急性化学物中毒原因分析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acute chemical poisoning in petrochem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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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分析了石油化工作业工人发生急性化学物中

毒的三种原因:工作疏忽 、 意外事故 、 违章操作 , 说明作业

工人在遵章操作 、 自我保护方面还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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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给国家 、 企业 、 家庭和个人都会带来严重的损

失。本文就我院近 20年间所救治的 679 例石油化工作业工人

急性化学物中毒的原因作一分析 , 以便总结经验教训 , 有效

地预防和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1　资料来源

全部资料取自我所 1977 ～ 1997 年门诊职业性急性中毒病

人的登记档案 , 整理资料后共得资料完整者 679 例。

2　一般情况

679例病人中男性 589 例 , 女性 90 例 , 年龄 18 ～ 60 岁。

中毒程度:产生接触反应 334 人 , 占 49.2%;轻度中毒 269

人 , 占 39.6%;中度中毒 37 人 , 占 5.5%;重度中毒 39 人 ,

占 5.7%;其中 8 例死亡 , 占总中毒人数 1.2%。中毒作业工

种以操作工 、 检修工为主 , 共 453 例 , 占 66.7%。 中毒化学

物达 55 种 , 主要有硫化氢 、 氰化物 、 甲醛 、 硫酸二甲酯 、 氯

气 、 氮气 、 苯 、 二甲苯等。其中由氰化物致急性中毒 232 人 ,

占 34.2%, 为第一位。

收稿日期:1999-11-04;修回日期:2000-01-14

作者简介:金沈雄 (1952—), 女 , 上海人 , 副主任医师 , 主要从

事职业性中毒的救治和预防工作。

3　事故举例

1983年 5月 , 某化工厂 2 名仪表工修理丙烯腈槽内液面

计 , 1 小时后发现昏倒在丙烯腈槽内 , 另 7 名工人跳进槽内抢

救。2 名仪表工救出时心跳 、 呼吸已停止 , 经抢救无效死亡。

7 名救人者发生轻度丙烯腈中毒 , 经入院治疗康复。工人进入

丙烯腈槽内检修时应佩戴防毒面具 , 但他们觉得麻烦 、 不方

便 , 抱有侥幸的心理 , 结果导致了这起恶性事故。

1985年 11 月 , 某污水处理厂 2 名农民工因开阀门排放污

水时吸入硫化氢气体 , 继之跌入污水池内当场死亡 , 另 5 名

工人在抢救过程中发生了轻 、 中度中毒。农民工缺乏对硫化

氢毒性的认识 , 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操作 , 因而发生

了此次事故。

1987年 7 月 , 某化工厂因丙烯腈燃烧 , 消防队员进入现

场灭火 , 15 ～ 30分钟内有 84 人中毒。其中 4 名重度中毒 , 其

余为轻度中毒。灭火后 12小时 , 环保部门监测现场空气中丙

烯腈浓度为 79 mg/m3 (最高允许浓度为 2 mg/m3), 这起在救

火过程中所发生的集体中毒 , 说明消防队员自我保护意识不

强 , 应引起重视。

4　讨论

本文报道的中毒病例大多来自某大型综合性石油化工企

业 , 该企业劳动卫生条件好 , 设备现代化 , 制度齐全 , 大部

分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毒物浓度在国家规定的容许范围内 , 但

急性中毒事故仍时有发生 , 甚至出现 1 人反复多次急性中毒。

在 679例中毒病人中 , 重度中毒 39 例 , 其中 8 例死亡 , 给企

业和职工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分析中毒原因 , 大致有三类:

(1)工作疏忽 26 例 , 占 3.8%, 如工作中思想 (下转 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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