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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铅冶炼厂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效果调查
臧家明1 , 邹玲琪1 , 孙积刚1 , 马雪松2

(1.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辽宁 大连　116021;2.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 辽宁 大连　116001)

　　为进一步改善某铅冶炼厂的作业环境 , 根据国家有关职

业卫生的标准 、 规范 , 对该厂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运行情况

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1　调查结果

该厂为外商独资企业 , 于 2002 年 9月竣工并开始试生产。

距市区 44 km , 厂区三面环山 , 距最近的村落约1 500 m。现有

员工 107人 , 其中男性 99 人 , 女性 8 人。

该企业的产品主要是生产铅合金铸锭。所采用的原料是

由韩国进口的矿粉 , 含铅量达 90%以上。 在熔炼厂房南侧墙

壁上部虽然安装有 4 台轴流风机 , 但通风效果不佳 , 熔炼过

程中产生多种职业病危害 , 尤其以铅烟 、 铅尘危害为重。 在

投料 、 鼓风 、 搅拌时 , 炉口敞开 , 大量的铅烟排出 , 污染整

个车间的空气。电解车间有电解槽 、 阳极锅 、 阴极锅 , 进入

电解车间的半成品含铅量很高 , 经过加热有大量铅烟挥发 ,

污染车间的环境 , 危害作业工人的身体健康。车间空气中粉

尘和铅尘 、 铅烟浓度的测定结果见表 1。

该厂作业环境噪声主要是来自阳极炉 、 阴极炉 、 熔铅炉

和烧结炉的风机 , 噪声强度 65～ 83 dB (A), 均未超过国家卫

生标准限值。

该厂接铅作业工人的尿铅和血铅均值明显高于正常参考

值 , 并检出 3例铅吸收。

2　问题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看出该厂职业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1)电解车间与熔炼车间在同一厂房内 , 生产时车间内烟尘

弥漫造成了交叉污染 , 致使电解车间和熔炼车间作业场所空

气中的铅烟 (尘)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容许浓度 , 超标

率为 100%。(2)铸造极板的阳极锅 、 阴极锅 、 电解槽 、 铅锭

的熔铅锅及其浇铸口未设置局部排风和净化装置。(3)熔铅

表 1　车间空气中粉尘和铅尘 、 铅烟浓度测定结果 (n=8)

　采样地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 平均浓度 (mg/m3)

锅炉房 煤尘 4.0

熔炼车间阳极炉 煤尘 4.0

熔炼车间阴极炉 煤尘 3.4

熔炼车间阳极锅 铅烟 0.038

熔炼车间阴极锅 铅烟 0.036

熔炼车间鼓风炉出铅口 铅烟 0.041

熔炼车间鼓风炉上料口 铅尘 0.062

电解车间七列电解槽 铅烟 0.245

电解车间八列电解槽 铅烟 0.090

电解车间九列电解槽 铅烟 0.077

电解车间清渣 铅尘 0.210

烧结车间烧结炉 铅烟 0.035

　　注:煤尘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为 4 mg/m3 , 短时间接触容许

浓度为 6 mg/m3;铅烟的最高容许浓度为 0.03 mg/m3 , 铅尘为

0.05 mg/m3。

后的浮渣和电解泥无固定的地点和容器存放。 (4)工人穿着

工作服进出生产车间与生活区。休息 、 吃饭时洗手不彻底 ,

现场作业工人的尿铅 、 血铅明显升高 , 提示作业场所存在较

明显的铅危害。

建议该厂:(1)将电解车间与熔炼车间分开 , 不宜在同

一厂房内混岗生产。 (2)在铅污染严重的岗位应设置有效的

局部排风和净化装置 , 做到定期维修 、 检查 , 使作业场所空

气中的铅烟 (尘)降至国家规定的限值以下。 (3)加强职业

卫生的管理 , 工人上岗操作时必须佩带有效的劳保护具 (防

毒防尘面具 、 口罩 、 手套等),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 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 预防铅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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