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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露天煤矿扩建工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valuation of control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the expanding engineering in an open co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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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按《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的要求 , 对某露

天煤矿四期扩建工程竣工验收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结果显示综合评价指数为 0.82 , 评价级别为 Ⅰ级 , 该工程项目

职业卫生防护措施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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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露天煤矿四期扩建工程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 于 1988

年破土动工 , 2002 年底建成试运行。为预防 、 控制和消除建

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 , 按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规范》 的要求对该工程竣工投产后作业现场卫生状况进行

了现场调查 、 监测和评价。

1　项目概况

1.1　一般职业卫生学调查

某露天煤矿创建于 1953 年 , 有职工2 283人 , 是机械化程

度较高的大型露天煤矿 , 年产褐煤 390 万吨。四期扩建工程新

增926人 , 项目总投资89 040.15万元。 褐煤产量年增 240 万

吨。该项目在三期扩建基础上因地制宜 , 充分利用现有公共

设施合理布置 , 功能分区明确。产生粉尘的斗轮机 、 转载机

等设备机械化 、 自动化 、 密闭化程度较高 , 操作室设有空调。

地面控制系统与作业点距离较远 , 筛分楼空间大 , 配有空调

装置 , 且与控制室有足够的距离。各生产 、 生活用室采光照

明符合职业卫生要求。作业人员定期发放防尘口罩 、 防尘面

罩及其他防护卫生用品。生产区设有办公室 、 休息室 、 更衣

室 、 卫生间等辅助用室 , 符合职业卫生要求。所有职工均定

期进行体检 , 并建立了健康档案 , 体检项目按接尘作业人员

进行 , 未对接触噪声等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进行有

针对性的职业健康体检。

1.2　生产工艺

采煤系统以连续工艺为主 、 半连续工艺为辅;剥离系统

以半连续工艺为主 、 连续工艺为辅。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1.3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经对剥离层排弃物和煤样检验分析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均低于 10%。在露天矿开采现场爆破过程中产生氮氧化

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有机物腐烂及硫化矿物水解后生成硫

化氢等。由于露天矿坑扩散条件较好 , 并采取边剥边采以减少

煤层裸露面积 , 建设完善的灭火设施防止煤层自燃 , 建设完善

的地面防洪沟系统减少地表水下渗分解硫化物等措施 , 使各开

采作业面空气中有毒物质得到有效稀释 , 经检测均低于国家卫

生标准。故 CO、NOx 、SO2 、H2S 4 种毒物不作为评价因子。

在挖掘 、运输 、排弃过程中造成扬尘 , 在开采作业点 、卸载

处 、转运站 、运输道路等采用喷雾降尘和地面冲洗相结合的洒

水降尘系统。噪声主要来源于挖掘 、转载 、运输 、筛分过程中各

种生产机械动力噪声。为防止噪声危害 , 大型矿山车辆排气管

均设置消音器 , 振动筛和选矸车间用加厚实体墙隔开 , 振动筛

基础加橡胶隔振垫 , 相关墙体 、门窗均采用隔声 、吸声措施。 根

据工程分析该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和粉尘。

2　监测范围与方法

四期扩建工程涉及部分:露天矿坑开采现场 (连续工艺

开采现场)、 筛分厂 (原煤筛选楼)、 转运站 (半连续工艺卸

煤栈桥)、 胶带输送系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满负荷生产状况下 , 连续采样测定 3 d , 每天上 、 下午

各采 1 次 , 每次同一地点不同时间内测定 , 采取样品 3个 , 测

试结果取其均值。

3　测定结果与评价

3.1　评价标准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2002)、《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1—2002)、《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

范》(TJ36—79)、《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85)、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2)。

3.2　测试项目单项评价

总体工程共设 15 个粉尘监测点 , 测试样品数 270 个。 其

中筛分楼胶带操作点单项指数 (P i) >1 , 说明该测试点粉尘

超标 , 超标率为 27%, 属轻度危害作业。其他测试点均合格。

粉尘单项指数为 0.53 , 单项评价为合格。

总体工程共设噪声监测点 16 个, 测试数据 288个。其中筛分

楼运输带单项指数1.04>1 ,该噪声测试点超标,超标率为100%,为

轻度有害作业。噪声单项指数为 0.92 ,单项评价为合格。

3.3　测试项目综合评价

　　由于粉尘和噪声同时作用于操作工人 ,根据《建设项目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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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危害评价规范》计算出综合指数Ⅰ , 再进行综合卫生评价。

在 10个工段中胶带操作点 I>1 , 评价分级为Ⅱ级 ,综合卫生评

价为基本合格。其余工段 I 均<1 , 评价分级为 Ⅰ级 , 综合卫生

评价为合格。总体工程 I =0.82<1 , 评价为Ⅰ 级 , 总体工程职

业病危害卫生学评价结果为合格。详见表 1。

4　建议

4.1　完善防尘措施 , 提高防尘效率 , 坚持湿式作业。对接触

粉尘作业人员配发数量充足的防尘口罩 , 减少粉尘吸入量 ,

并加强监督管理。对接触噪声的作业人员配发护耳器 (耳塞

或耳罩), 对噪声超标作业点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听力保护培

训 , 检查护耳器使用情况。

4.2　按 《职业病防治法》 严格进行职工职业性健康监护 , 作

好上岗前 、 在岗期间 、 离岗时健康体检 , 并建立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 , 以便及时掌握职业有害因素对作业人员身体健康的

影响 , 提早采取预防措施。

表 1　工程测试项目综合评价

测试工段
粉尘单项

指数 pi

噪声单项

指数 pi

综合指数

(pi)

评价

分级

综合卫生

评价结果

斗轮挖掘机操 0.62 0.89 0.82 Ⅰ 合格

斗轮转载机观 0.68 0.99 0.91 Ⅰ 合格

卸煤栈桥 0.46 0.94 0.81 Ⅰ 合格

输送机操作室 0.44 0.90 0.78 Ⅰ 合格

集中控制室 0.17 0.69 0.54 Ⅰ 合格

胶带操作点 1.11 0.98 1.08 Ⅱ 基本合格

胶带监控点 0.39 0.93 0.78 Ⅰ 合格

检煤矸石 0.27 0.99 0.79 Ⅰ 合格

运输带 0.56 1.04 0.91 Ⅰ 合格

休息室 0.62 0.84 0.78 Ⅰ 合格

总体工程 0.53 0.92 0.82 Ⅰ 合格

4.3　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 评价 , 对超

标的作业环境进行改造 , 使之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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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类比法和定量分级法相结合对某印刷企业异地

扩建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进行预评价。该拟建项目噪声因素对

印刷岗位上的人员可造成职业病危害 , 而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正常情况下将会控制在安全标准之内。同时 ,对噪声的控制

和防护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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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印刷企业异地扩建项目拟建于杭州市区西北角的城郊

接合部。设计日承印能力超过 120万对开印张。按照 《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卫法监发 [ 2002] 63 号)等国家现

行职业卫生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和标准 , 对该建设项目的职

业病危害进行了预评价。

1　项目概况和评价方法

1.1　项目概况

该项目的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其主要生产设备有

八色商业轮转印刷生产线 、 卷筒纸印刷机 、 塔式轮转印刷机 、

激光照排机 、 CTP直接制版机 , 消耗的主要原辅料是纸张 、 油

墨 、 润版液和清洗剂。整个厂区劳动定员 100名 , 其中主要是

印刷工 , 制版 、 维修 、 调度等辅助工 , 车间管理 、 业务 、 行

政 、 财务等管理人员以及后勤服务人员等 , 各工种的日平均

作业时间为 3 ～ 7 h。

图 1　拟建项目的工艺流程图

1.2　评价方法

采用类比法和定量分级法相结合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评

价。由于该建设项目为异地扩建 , 生产流程 、 工艺和设备与

该企业的原有生产车间基本相同 , 故选择该企业原有的生产

车间作为类比企业。同时 , 根据建设项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固有危害性和劳动

者的接触时间 , 计算危害指数 , 确定劳动者作业危害程度的

等级。

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和评价

2.1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对拟建项目和类比企业的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流程 、 主

要生产设备和消耗的原辅材料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后认为 , 拟

建项目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两类 , (1)噪声:

主要来源于各种印刷机械运转时所发出的声音;(2)挥发性

化学物:主要包括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丙酮 、 溶剂汽油等。

2.2　类比企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

2.2.1　噪声　噪声主要来源于印刷机 , 可能受到噪声危害的

印刷工可分为控制台和折页工作位 2 种岗位。类比企业这 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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