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化程度高的岗位 , 设置控制室 , 减轻毒物和噪声的危害。

建筑设计中采取消声 、 吸声 、 减振等防噪措施。 通风机出口

安装消声器 ,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 , 破碎机和风机等可能产

生较大噪声的设备均单独设置。 硝酸铵破碎 、 螺旋机传输 、

风机等产生噪声的岗位 , 拟采取隔音设施 , 以降低噪声危害。

定期发放防尘 、 防毒口罩 、 耳塞 、 手套和靴等职业病防护用

品 , 做好个人防护。

2.3.4　应急救援措施和辅助卫生用室　该项目从原料投入到

产品包装 , 每道工序都存在易燃易爆品 , 部分岗位存在有毒

物质 , 该厂已制定 《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厂区内集中设

置了安全淋浴房 、 更衣室 、 食堂 、 洗衣房 , 集中供应开水 ,

生产区附近设有矿山医院 , 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2.3.5　职业卫生教育和管理措施　该公司职业安全卫生由分

管副总经理负责 , 设有职业卫生安全环保机构 , 负责日常的

监测及安全卫生设备保养管理工作 , 配备4 名安全员 , 负责全

公司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领导 、 教育和监督检查工作 , 车间

每班配有兼职安全员。公司每年定期委托当地卫生部门检测

职业病危害因素 , 定期组织在岗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建

立 、 健全职业健康档案。工人接受岗前安全卫生培训和在岗

安全培训 , 建立安全守则。

2.3.6　评价结论　该项目为严重职业病危害项目 , 结合类比

资料分析 , 从职业病防治方面而言是可行的。

3　建议

该项目地处山沟 , 湿度较大 , 夏季和冬季温度比城区相

差 2～ 3℃, 应做好防潮 、 防暑和防冻措施。原生产线地面和

墙体的洁净度 、 光滑度 、 防腐 、 排水不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 要求 , 扩建后应增加墙体和地面洁净度 , 采用防

腐 、 防潮 、 易清洗 、 不积水的材料及设施。

在产生水蒸气和热源的主要操作间内 , 防护设施不足 ,

应设置防爆 、 轴流通风机进行全室换气。预计硝酸铵破碎岗

位噪声和振动强度较大 , 应将硝酸铵破碎投料口与破碎机的

距离设为 3 ～ 5 m , 投料可通过输送带和溜槽传送。

用无毒辅料代替有毒辅料 , 投辅料时宜采用密闭管道 ,

在观察或取样时 , 应设置观察窗 , 并便于开启和密闭 , 既避

免有毒物质的逸散又能及时对溶液罐的压力 、 温度 、 转速进

行连续 、 自动监控。

根据该厂历年体检资料显示 , 工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总体

较好 , 但未进行上岗前和离岗后体检 , 不能排除职业禁忌证

和提供离岗后的健康状况 , 依照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应做好工人上岗前和离岗后的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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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燃油电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Pre-assessment of occupational hazard on a construction item in a certain power plant using fue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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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经验法 、 类比分析法 , 识别某新建燃油电厂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分析其危害程度 , 评价采取的防护

措施是否可行 , 并提出合理 、 可行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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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燃油电厂的 2×600 MW 发电机组是我国首家使用奥里

乳化油的发电工程。奥里油现已在英国 、 丹麦 、 日本 、 美国

等国家使用 , 与一般重油不同的是 , 其燃烧产物烟尘中含有

较多钒 (V)的化合物[ 1] 。为了分析和预测该新建项目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其对接触工作人员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 ,

对该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评价范围

本项目评价的范围包括主厂房 、 电气系统 、 除灰系统 、

脱硫系统 、 循环水处理系统 、 燃料系统 、 化学水处理系统 、

压缩空气供应系统 、 制氢系统等。

1.2　评价方法

采用经验法 、 类比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2] 。

2　结果与评价

2.1　生产工艺

本项目以奥里油为燃料 , 用卸油泵和输油管道转运到日

用油罐 , 经供油泵送入锅炉膛中燃烧 , 锅炉将除盐 、 除氧预

热的水加热成蒸气 , 送入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 电流经变

压器升压 , 再经配电装置用线路送到电网。 做功后的蒸气进

入凝汽器 , 经循环水冷却 , 经除氧 、 预热后再循环使用。 奥

里油燃烧产生的烟气进入除尘器除尘再经脱硫后排入大气 ,

除尘器收集的飞灰输入干灰库供综合利用。

辅助设施包括化学水系统 、 循环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 ,

维修车间依托原发电厂。

2.2　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

根据技术资料和类比调查资料分析 , 划分成9 个单元 , 本

项目各评价单元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及评价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集中在汽机房 、 锅炉房 、 输送泵 、 风

机 、 输送高压汽 、 风的管道等部位。类比工程工作场所的噪

声强度范围为 74.9 ～ 106.0 dB (A), 大部分岗位噪声作业分级

为Ⅰ级。本项目建成后工作场所噪声强度与类比企业相似 ,

·24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6年 8月第 19卷第 4期　　Chinese J Ind Med　Aug 2006 , Vol.19 No.4　　



存在噪声危害问题。 对本建设项目来说 , 噪声的职业病危害

不可忽视。

表 1　奥里油发电厂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接触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作场所 接触工种

噪声
锅炉 、 汽机 、 除灰 、 脱

硫 、 化学水 、 燃料系统

运行部主值 、 副值 ,

化验员

高温 锅炉 、 汽机系统 运行部主值 、 副值

粉尘 除灰系统 运行部副值

化学毒物
锅炉、 化学水 、循环水、

污水处理、除灰系统

运行部主值、 副值 ,

化验班长 、化验员

工频电磁场 电气系统 运行部主值 、 副值

　　注:以上接触工种的工作方式均为巡检。

　　本项目夏天露天作业或在锅炉 、 蒸气管道等生产线热源

附近工作时 , 作业人员受高温影响较大。类比工程夏季作业

现场温度一般为 35.4～ 40.5℃, 部分岗位高温作业可达Ⅲ 、 Ⅳ

级。本项目建成后也存在同样的高温危害。

本项目锅炉系统存在 NOx 、 CO、 CO2、 SO2、 V2O5 , 化学水

系统存在 NH3、 联氨 、 HCl、 NaOH , 污水处理系统存在 NH3 、

H2S 、 酚 , 循环水系统存在 Cl2 , 升压站存在 SF6。类比工程工

作场所中化学毒物浓度均在职业接触限值以内。本项目投产

后 , 大部分工作场所化学毒物浓度可能在职业接触限值内。

但据奥里油含量分析 , 其含钒量较一般重油高 , 可达 360 mg/

L , 并且奥里油烟尘中 V2O5 的含量更高
[ 1] , V2O5 是高度危害

的化学毒物。文献中有从事清扫含 V2O5 触媒而短时间接触高

浓度V2O5的工人 , 出现恶心 、 呕吐 、 胸闷 、 咳嗽等症状的急

性中毒病例[ 3] 。在本项目中存在干灰装车 、 转运 、 灰库清扫 、

除尘器地面清扫等操作人员短时间接触高浓度 V2O5 的可能 ,

潜在发生 V2O5急性中毒。对于奥里油发电项目来说 , 必须重

视V2O5的防护问题。 Cl2 是强烈刺激性气体
[ 4] , 属高度危害的

化学毒物 , 吸入高浓度时 , 可致喉头痉挛窒息死亡或陷入昏

迷 , 甚至心跳骤停而电击式死亡。文献曾报道多起 Cl2 中毒 ,

甚至发生死亡事故的案例[ 5] , 中毒的原因是输送 Cl2管道在使

用一段时间后 , 由于压力过大 , 发生管裂或阀门失灵而

致[ 6 , 7] 。对本建设项目来说 , Cl2 的职业病危害不可忽视。

本项目主要粉尘是由奥里油燃烧后产生的混合性灰尘和

石灰石粉尘 。类比工程除尘装置 、 除灰系统的除灰渣口 、 石

灰石车间粉尘浓度存在超标情况。 本项目投产后 , 可能存在

部分工作场所粉尘超标情况。

本项目工频电磁场来源有发电机 、 励磁机 、 高压输送线 、

升压站有关设备 (如断路器 、 电流互感器 、 隔离开关等)、 500

kV和 220 kV配电房 (如电抗器 、 母线桥等)。 类比工程工频

电场存在超过卫生标准的工作场所。本项目投产后 , 在相同

工作场所会存在工频电磁场的影响。

2.4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评价

通风方面 , 汽机房采用自然与机械通风双重通风方式。

对于防尘 , 石灰石粉的卸料到成浆处设置防尘装置;干除灰

系统采用负压气力输送 , 通过管道将干灰输送至灰库 , 干灰

经湿式搅拌机调湿后装车外运。防毒方面 , 化学水酸碱间换

气次数不少于 15 次/h;联氨加药系统联氨原吸药管与该胺药

桶采用密闭连接方式 , 联氨贮存箱和联氨全封闭;液氨加药

系统每台机组配套一单元集中式液氨加药装置。

以上措施基本满足本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的需要 , 但仍

需对噪声 、 高温 、 粉尘 、 氯气 、 化验室通风等防护设施加以

考虑。

2.5　其他

本项目职业卫生机构依托于原有发电厂安监科负责厂区

管理 , 已制定相应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医务室配有急救车 ,

医务人员 7 人。厂区设置女工卫生室。 本项目缺少对卫生设

施 、 应急救援 、 警示标识及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内容 , 应加

以完善。

3　结论

本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化学毒物 、 粉尘 、 噪声 、

高温 、 工频电磁场 , 属严重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项目的

选址 、 总体布局 , 生产设备选型和布局 、 建筑物卫生学及提

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02)的要求。但在噪声 、 氯气 、 化验室通风等防护

设施 、 应急救援 、 卫生设施 、 警示标识 、 个人防护等方面需

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4　建议

(1)采用新工艺或选择其他低毒化学品替代氯气。如工

艺上必须使用 Cl2 , 则应设置 Cl2 浓度报警器 、 Cl2 泄漏中和装

置。(2)在可能接触 V2O5的工作场所设置局部防尘系统 , 加

强工人防护 , 购置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3)干灰 、 石灰石运

输 、 装料 、 卸料 、 处理废料时应尽量采取密封作业 , 注意软

连接处的密封性。 (4)在石灰石粉工序附近设置紧急救援眼

部冲洗器及沐浴装置。 (5)隔音室选择适宜的隔 、 吸音材料

及采用合理的隔音结构 , 是防噪声的关键措施 , 工人佩戴防

护用品。(6)在噪声 、 氯气 、 联氨等工作场所中设置相应的图

形标识 、 警示线 、 警示标识语。(7)制定硫化氢 、 氯气和油罐

区等事故应急预案。 (8)制定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 、 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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