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车间空气中毒物及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mg/m3

毒物名称 样品数 合格数 TWA STEL PC-TWA PC-STEL 评价

甲苯 27 22 18.5～ 57.3 　　3.6～ 79 50 100 Ⅰ

二甲苯 27 27 检出限 　　 检出 50 100 0

异丙醇 25 25 28.2～ 54.6 　　3.6～ 92 350 700 0

乙酸乙酯 27 27 检出限 ～ 88.6 　检出限 ～ 190 200 300 0

乙酸丁酯 27 27 检出限 　　检出限 200 300 0

粉尘 16 16 2.18～ 2.29 　 2.12～ 2.35 8 10 0

　　注:甲苯超标的 5份样品检测地点为配料作业区 , 均为第 3天的检测数据。 I 为轻度危害作业 , 0为安全作业。

3　评价及建议

3.1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效果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 , 配料作业区操作位接触甲苯为轻度危害

作业 (Ⅰ级), 且超标数据均为第 3 天的检测结果 , 现场调查

时发现前两天通风系统全部开启 , 而第 3 天关闭了部分通风

系统。说明本项目在通风系统全部运行的状态下 , 车间空气

中有害气体的浓度是能够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 , 所以企业必

须采取措施保证通风系统的全部有效运行。

3.2　其他评价

本项目是迁建工程 , 建在原有厂区的东面空地上 , 周围

无居民住宅区和环境敏感区域 , 和其他工业企业间无交叉污

染 , 防护距离符合要求;生产设备按照生产的需要布置在不

同的操作平面。将同类生产设备 、 生产区域按流程相对集中 ,

工艺流程顺 , 管线短 , 操作方便 , 生产设备布局基本合理。

车间内设置两处中控室 (兼做休息室)、 男女更衣室 , 公司内

设置浴室 , 车间设置男女厕所 , 卫生设施基本符合要求。但

该公司未设立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 由医务室承担日常的职业

卫生管理工作。对职工的体检 、 培训和现场监测等职业卫生

经费已纳入预算。

3.3　建议

公司应根据生产实际情况 , 改革生产工艺 , 以低毒原料

替换高毒原料 , 应将水性油墨的生产与溶剂油墨的生产分开

设置。对生产设备进行一定的改进 , 在拉缸 、 溶剂罐 、 半成

品罐上设置密封盖 , 以减少有机溶剂的散发。建议改进手工

颜料投料为自动计量投料 , 在照度较低的操作位增加局部照

明 , 设立单独的工人休息室。在生产状态下 , 必须按要求开

启全部通风系统 , 必须有专人对防护设施进行定期的维护。

有效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 严禁在车间内吸烟 、 进食。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接触有毒有害作业的工人进行职业病体

检 , 发现有职业禁忌的工人应该安排休息 , 并调离有毒有害

作业岗位。制订完善的应急预案 , 配备现场急救药品 、 冲洗

设备 、 应急撤离通道等措施 , 以备在突发事故时能有效应对 ,

将人员伤害和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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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一年产 560 万 m2 阻燃性装饰板工程作业场所进

行职业卫生学调查 , 按规范检测和评价其职业性有害因素。

结果表明单项指数甲醇为 0.27 , 甲醛为 1.63 , 苯酚为 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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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年产 560万 m2 阻燃装饰板工程于 2002 年 5月建成

并试运行。为加强预防性卫生监督 , 掌握作业场所的职业卫

生状况 , 于 2002年 8 月份对该项目进行了职业卫生学调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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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1.1　企业概况

该项目主要产品为阻燃防火板 , 用于家具 、 民房 、 商场

等公共场所及家庭装修 , 主要生产原料为原纸 、 三聚氰胺 、

甲醛 、 乙醇 、 苯酚 、 氢氧化钠等 ,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噪声 、

粉尘 、 化学毒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职工 292 人 , 生产一线工

人 276 人 , 年工作日 300 d , 每天 8 h工作制。

1.2　主要生产工艺

(1)阻燃树脂面胶合成:采用输料泵将甲醛送入反应釜 ,

用 NaOH 溶液调节 pH 值至 8.5 ～ 9.0后 , 加三聚氰胺按工艺规

定的反应时间 、 反应温度和压力进行反应。 浑浊度达到要求

后冷却加乙醇 , 再由输料泵通过管道送至浸胶槽中。 (2)阻

燃树脂底胶合成:将受热熔化的苯酚按配比加入反应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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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NaOH 溶液按规定温度压力进行反应。反应后加入甲醛 ,

达到粘度后加乙醇 , 由输料泵送至生产车间浸胶槽中。 (3)

阻燃装饰板合成:将原纸浸底胶和面胶后 , 烘干 、 切纸 , 按

产品要求进行组板 , 热压成形 , 入自动切割机按要求进行切

割 , 最后入拉毛机磨光处理为成品。

1.3　职业性有害因素分布

粉尘主要分布于锅炉房 , 生产车间的切割 、 拉毛等岗位。

噪声主要来源于机械设备 、 各种泵的转动和摩擦及气流排放。

甲醇 、 甲醛 、 苯酚等有毒物质 , 主要存在于生产原料 、 浸胶 、

烘干等工段。

1.4　防护措施

生产工人均配备工作服 、 手套 、 胶鞋 、 防护眼镜等 , 有

毒岗位配备防毒面具。 粉尘岗位配备防尘口罩 、 防尘帽。锯

边拉毛工段配有水浴冲击式除尘器 , 浸胶工段配有排气扇 ,

车间顶开天窗等。

2　检测内容及方法

检测频率根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要求 ,

每个采样点连续测定 3 d , 每日上午 、 下午各 1 次 , 每次同一

点不同时间内测定 , 取3 份样品。毒物浓度的检测按 《车间空

气监测检验方法》 第3 版进行。甲醇 、 甲醛采用100 ml注射器

采样 , 经气相色谱法测定。苯酚采用 4-氨基安替比林比色法 ,

吸收管集气。 粉尘测定按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的规定进行 , 用滤膜重量法计算粉尘浓度。焦磷酸法分析粉

尘中游离 SiO2 含量。噪声测定按 《工业企业噪声检测规范》

进行 , 用 ND2 精密声级计测定 , 分别测 A、 C 声级 , 在超过国

家 《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 的噪声作业点作频谱分析。

根据卫生部颁布的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及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进行结果评价。

3　检测结果

3.1　甲醛 、 甲醇 、 苯酚的检测结果

由表1 可见 , 该项目采取密闭 、 通风等措施 , 甲醇和苯酚

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但甲醛合格率仅为 23%。

表 1　车间空气中甲醛 、 甲醇 、 苯酚浓度的检测结果 mg/m3

毒物

名称

检测

点数
样品数

国家标准

(PC-TWA)
TWA

单项指数

(Pi)

甲醛 11 198 0.5 (MAC) 0.32～ 1.13(MAC) 1.63

甲醇 11 198 25 6.04～ 7.65 0.27

苯酚 5 90 10 1.01～ 3.01 0.24

3.2　粉尘检测结果

共设4个检测点 , 测定数据 36 个。其中 1 个检测点 , 2 个

数据超过国家标准。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均低于 10%。见表

2。

表 2　车间空气中粉尘检测结果 mg/m3

测定

地点

TWA

1d 2d 3d

国家标准

(PC-TWA)

单项指数

(P i)

锅炉前　 0.5 0.8 1.12 4 0.20

锅炉东　 2.19 1.4 0.8 4 0.37

锯砂机旁 2.78 5.1 5.1 8 0.54

磨砂机旁 9.16 6.66 3.1 8 0.79

3.3　噪声检测结果

共设15个检测点 , 获得数据 210 个 , 其中有 7 个数据的 3

个岗位超过国家标准 [ 85 dB (A)] , 分别为 3 号真空泵 、 磨光

机旁和喷砂机旁 , 喷砂机旁最高为 [ 91 dB (A)] 。频谱分析结

果显示噪声为以中低频率为主的连续噪声。

3.4　机构设置等情况

该公司设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 制定了职业卫生规章制

度 、 操作规程 , 配备有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

生产线建在夏季风主导风向下侧。

4　评价与建议

4.1　综合评价

该项目基本按照设计标准进行施工 , 现有的职业卫生防

护设施已投入使用。

根据在试生产条件下进行的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检测 ,

按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进行卫生学综合评

价 , 甲醇 、 甲醛 、 苯酚 3种毒物的综合指数为 1.08 , 粉尘单项

指数为 0.48 , 噪声超标点数为 3.3%;该项目的综合指数为

1.04。综合评价级别为Ⅱ级 , 属基本合格。

4.2　建议

公司制定的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应在具体工作

中予以实施和执行;加强设备的检查和维修 , 严防跑 、 冒 、

滴 、 漏 , 防止急性中毒发生;对职工进行岗前 、 岗中培训 ,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 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 、 评价。

多个监测点的甲醛浓度超过国家标准 , 是该公司重点治

理的有害因素。 在噪声超标岗位 , 应采取有效的消声措施 ,

使之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 , 在目前情况下 , 应给该岗位工人

发放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使用 。

保护劳动者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0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5年 10月第 18卷第 5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05 , Vol.18 No.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