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害 , 这些职业性有害因素可单一或同时作用于人体 , 为更

明确地评价多种职业性有害因素对工人的危害 , 按卫生部

《评价规范》 要求 , 对该续建工程项目作业场所有害因素进行

综合卫生评价。其综合指数为 0.58 ～ 0.93 , 符合 《评价规范》

综合卫生评价合格标准。

3　讨论

3.1　加氢改质装置是在原大庆油田某化学助剂厂润滑油工程

的基础上进行的续建项目。加氢改质装置各单元采用了先进

的生产工艺技术 , 各种装置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 , 主要有毒

有害物质基本上在管道密闭运行。岗位工人在控制室内监控

操作或每天少于 2 h 的现场巡检 , 大大减少了与职业性有害因

素直接接触的机会。在各厂房 、 泵房内安装了相应有效的通

风排毒设施。加氢改质装置在试生产期间 , 我们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和要求 , 对该工程生产装置进行连续 3 d 现场测试 , 结

果表明硫化氢 、 总烃 、 氨浓度和噪声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综合评价为Ⅰ级 , 达到合格标准。

3.2　鉴于加氢改质装置产生的酸性气 、 高低分气 、 石脑油 、

低凝柴油 、 加氢改质柴油和尾油 , 目前国家尚无标准测定方

法和卫生标准 , 所以在本次卫生评价中暂不予以考虑。

3.3　针对评价结果 , 建议 (1)对有毒有害作业岗位要按国

家要求进行测试 , 以便及时发现跑 、 冒 、 滴 、 漏现象 , 采取

相应的防范措施;(2)对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要加强管理 , 经

常检修 , 保证其正常运行;(3)对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的作

业人员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 建立健全个人健康档案。

某市蓄电池企业铅危害专项

整治成效及其体会

干超南

(余姚市卫生监督所 , 浙江 余姚　315400)

　　多年来 , 我市蓄电池企业铅危害严重 , 通过专项整治 ,

使蓄电池企业员工的职业危害防护意识有所加增强 , 一系列

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得到落实 , 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　蓄电池企业铅危害现状

我市蓄电池制造加工业起步于 90 年代 , 现有蓄电池企业

122 家 , 有限责任公司 5 家 , 中外合资企业 1 家 , 股份合作企

业3 家 , 私营企业41 家 , 个体工商户 72家。产值1 000万以上

企业 5 家 , 100 万以上 7 家 , 50 万以上 8 家 , 其他为不足 50

万的小企业。

蓄电池行业中企业负责人和职工职业病防治意识淡薄 ,

缺乏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 有铅和无铅作业不分

隔 , 铅危害岗位没有标识和说明 , 而且绝大部分为家庭作坊

式企业 , 吃 、 住 、 生产在一起 , 没有任何防护设施 , 存在严

重的铅中毒隐患。近几年来铅中毒时有发生 , 卫生监督部门

受理的职业性铅中毒的投诉逐年增加 , 占职业病总投诉的

30%以上。对蓄电池行业接铅职工的体检结果表明 , 有半数

以上职工尿铅超标;对 66家蓄电池加工企业进行作业场所烟

尘浓度检测 , 合格率为 49.0%。

2　开展蓄电池企业铅危害专项整治的具体措施

针对我市蓄电池企业多 、 防护措施薄弱 、 铅危害严重的

现状 , 把铅危害作为我市的重点职业危害项目进行专项整治。

首先对全市蓄电池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培训和动员 , 结合蓄电

池行业的特点 , 提出了专项整治的要求 , 同时详细说明了未

做到整治要求需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后企业按照专项

整治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 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我们

对少数不符合专项整治要求的企业先后进行了 3 次复查 , 督

促企业达到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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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项整治大部分单位安装了管道式通风防尘防毒设

施。对接触铅烟尘人员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 并建立了健康

监护档案。在专项整治中 , 有 960 名铅作业人员进行了定期

健康检查 , 246 名铅作业人员进行了上岗前健康检查 , 体检率

达97.56%, 体检合格率为 47.0%, 尿铅超标率有所下降。 企

业还为劳动者配备工作衣帽 、 防尘防毒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

对劳动者进行职业病防护知识培训;在厂区内设置职业病危

害公告栏 , 在铅危害岗位设置标识。绝大多数企业委托疾控

中心进行作业场所空气铅烟尘浓度检测 , 合格率为 57.65%。

3　铅危害专项整治的体会

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还

存在不少问题 , 主要有:(1)部分企业在职业病防治上舍不

得大的投入 , 劳动者缺乏自我保护观念 , 不能自觉 、 正确地

使用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 个人卫生习惯较差。 (2)大

多数企业规模较小 , 厂房低矮简陋 , 自然通风条件不好。(3)

多数企业经济效益不好 , 间断作业 , 防护设施运转不正常 ,

由于排放口没有安装除尘装置 , 排出的铅烟尘返回车间内 ,

同时对外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要彻底控制蓄电池行业的铅危害应进一步加强以下几方

面工作:(1)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下决心

关停那些铅危害治理未达标的企业 , 使蓄电池行业向规范 、有

序方向发展。(2)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 , 从源头上控

制铅危害。规模较大的蓄电池企业新建 、扩建 、改建需到计划

发展部门立项进行可行性研究时 ,要求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的

评价及竣工验收时的防护效果评价 ,达不到防护要求者不能立

项 、建设 、生产。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的规模较

小的企业 , 也要通过卫生部门的评价和审查 , 符合防护要求方

能发放执照。卫生部门在整治铅职业危害时要与环保部门联

合进行 ,同时控制车间内外环境的铅危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在实施的蓄电池行业生产许可证制度时 , 也必须牢牢把握职业

病危害防护关 ,对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小型作坊式企业应严格取

缔。(3)加大卫生行政执法力度 , 督促蓄电池企业自觉做好职

业病防治工作 ,要充分利用《职业病防治法》这个法律武器 , 对

严重违反法律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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