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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某厂粉尘作业工人危害程度分级为依据 ,探讨按

其做为发放有害津贴的标准是科学的 、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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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厂为了改变 、 规范其发放有害岗位津贴 , 委托平顶山

市职业病防治所对其作业场所粉尘作业不同岗位进行了危害

程度分级工作。

1　对象与方法

该厂是一中型企业 , 主要产品为静电除尘器 , 全厂共有职

工800人 , 其中接尘人员235 人 , 工人8 h 工作 、双休制。主要车

间及岗位有铆焊车间电焊 、天车及辅助岗位 , 精加工车间铣床

岗位 ,包装车间吹沙 、天车岗位。吹沙工人每天工作 2 h。

粉尘监测严格按照《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GB5748—85)的要求进行。粉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称重法 , 粉

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采用焦磷酸重量法 , 肺总通气量计算

是在工人工作开始 1 h , 测其每分钟吸入空气总量进行工人接

尘时间肺总通气量计算。

以《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分级》(5817—86)为依据 , 以粉尘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工人接尘时间肺总通气量及生产性粉尘超

标倍数 3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 得出危害程度分级结果。

2　结果

2.1　游离 SiO2含量测定

在电焊岗位 、铣床和吹沙处采集 3 份降尘进行游离二氧化

硅含量测定。结果电焊尘 6.2%, 铣床处 1.2%,吹沙处 94.4%。

2.2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测定 (见表 1)

表 1　各岗位作业点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mg/ m3

监测点 样品数
粉尘浓度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国家

标准

超标

倍数

铆焊车间

　电焊岗位 6 16.7 10.4 14.6 6 1.4
　辅助岗位 6 2.8 1.3 1.8 6

　天车岗位 6 1.3 1.1 1.2 6

精加工车间

　铣床岗位 6 53.3 18.7 36.7 10 2.7
包装车间

　吹沙岗位 6 340.0 130.0 220.0 1 219

　天车岗位 6 1.7 1.0 1.3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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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尘人员接尘时间肺总通气量 (见表 2)

2.4　粉尘危害程度分级结果 (见表 3)

表 2　接尘人员接尘时间肺总通气量的测定结果

岗位
每分通气量

(L/min)

接尘时间

h

接尘时间肺总
通气量 (L)

铆焊车间
　电焊岗位 11 7 4 620

　辅助岗位 9 7 3 780

　天车岗位 8 7 3 360

精加工车间

　铣床岗位 10 7 4 200

包装车间

　吹沙岗位 12 2 1 440

　天车岗位 9 2 1 080

表 3　接尘人员危害程度分级结果

岗位
游离二氧化

硅含量 (%)

超标

倍数

接尘时间肺总

通气量 (L)

危害程

度分级

铆焊车间

　电焊岗位 6.2 1.2 4 620 Ⅰ
　辅助岗位 6.2 3 780 0

　天车岗位 6.2 3 360 0

精加工车间
　铣床岗位 1.2 2.7 4 200 Ⅰ
包装车间

　吹沙岗位 94.4 219 1 440 Ⅳ
　天车岗位 94.4 0.3 1 080 Ⅱ

3　讨论

由以上结果可知 , 该厂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

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能够反映粉尘作业工人受危害程度的

大小 , 作为发放有害岗位津贴的依据是合理的。 另外 , 分级

计算依据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接尘人员接尘时间肺总通气量 、

粉尘对人体的生物学特性和工人每天实际吸入肺内的粉尘量 ,

说明分级是比较科学的。这也符合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五十

一条 “用人单位对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 , 应当给予适当岗

位津贴” 的精神。

该厂依据分级结果给工人发放不同的岗位津贴 , 解决了

岗位津贴发放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 提高了工人工作积极性 ,

降低了成本。

该厂存在的这种现象 ,在许多企业都普遍存在 , 进行有害因

素危害程度分级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作业场所往往是几种有害

因素并存, 作业人员同时受到各种有害因素影响 ,而作业场所危

害程度分级标准只是对单一有害因素进行危害分级, 几种有害

因素并存的综合有害因素分级标准 ,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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