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病危害主要采取有毒有害物质密闭化 , 加强自然通风 , 安

装隔声消声装置 、 设立隔音值班室 , 生产现场设置高毒物质

标识卡 、 划定警戒范围 、 设立氯气报警装置 , 作业工人配戴

各类劳动防护用品等措施。并改善部分岗位防护设施 , 在类

比项目中未配备的防噪防护用品 , 本项目应予配齐。

2.4.4　应急救援　类比项目生产现场防护设施 , 如洗眼和冲

淋器的布置数量及部位不够合理 , 且标志不明显。同时 , 在

可能突发泄漏大量有毒物品或易造成急性中毒的作业场所未

设置事故通风设施及急救站 , 本次扩建项目中应予以考虑。

2.4.5　职业卫生管理与专项投资　扩建项目职业卫生管理依

托现有项目的管理。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网络 , 详细的目标

管理 , 明确的实施途径和内容 , 有效的审计和评价系统等。

但对高毒作业的管理未予考虑 , 应该加强。 本项目用于配备

卫生工程防护设施 、 应急救援设施 、 个人防护用品等经费开

支已列入成本预算中 , 保证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落实。

3　结论及建议

根据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 以及对类比项

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资料的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出现的职业病危害也能控制在较低限度。但是 , 类比项目

中噪声 、氯化氢超标 , 电解 、固碱操作室工作面照度不够等问

题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工作场所空气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

度(强度)达到或基本达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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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 4 个火力发电厂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

告为对象 , 对其现场测定数据进行分析 , 结果显示 , 电厂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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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火力发电厂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的进展 , 我们

对4 个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

行了分析。

1　对象和方法

选择 2002年后建成投产的 4 个火力发电厂项目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作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报告中现场检测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 进而评价火力发电厂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和职业病防护措施的控制效果。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4 个火力发电厂有 3 个是新建项目 、 1 个是扩建项目 , 各

电厂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各电厂基本情况

电厂
编号

项目
性质

总投资
(亿元)

装机
容量
(MW)

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
完成时间

年用煤量
(吨)

运煤
方式

职业卫
生投资
(万元)

1 新建 47 2×300 2002.7 1.18×106 铁路 2 500
2 新建 42 2×600 2003.12 3.00×106 铁路 约 3 000

3 新建 34.9 2×600 2004.12 2.55×106 铁路 3 000

4 扩建 20 2×300 2005.10 1.50×106 铁路 新增 1 200

2.2　火力发电厂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2.3　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及其测定结果

2.3.1　危害因素种类　火力发电厂以煤炭为燃料 , 加热锅炉

内的水使之变成蒸气 , 进而带动汽轮机 、 发电机发电。在生

产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生产性粉尘 (矽

尘 、 煤尘 、 石灰石尘 、 电焊烟尘), 物理因素 (噪声 、 高温 、

工频电场 、 紫外辐射)、 有毒物质 (氨 、 联胺 、 硫化氢 、 一氧

化碳 、 二氧化硫 、 二氧化氮 、 盐酸 、 氢氧化钠 、 柴油 、 六氟

化硫 、 锰尘 、 臭氧 、 硫酸 、 三甲苯磷酸酯)等 , 有的还存在

放射性危害。

2.3.2　测定结果分析及控制效果评价　各电厂所配备的直流

电源现多为阀控式 、 一次性 、 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 不存在硫

酸危害;汽轮机 、 发电机运行使用抗燃油因密封好 , 工人接

触机会很少 , 故三甲苯磷酸酯危害很小;锅炉燃煤产生的一

氧化碳 、 二氧化硫 、 二氧化氮等有毒物质 , 由于烟道 、 引风

机等密闭良好 , 没有烟气泄漏 , 且现场检测数据不超标 , 因

此上述硫酸等毒物可不作为本次重点评价因子。维修车间电

·55·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7年 2月第 20卷第 1期　　Chinese J Ind Med　Feb 2007, Vol.20 No.1



焊工的工作量 、 工作环境条件差异很大 , 但测定结果多数为

合格 , 故本次研究不包括维修工段的数据。 为了突出主要职

业病危害的控制效果 , 现列出部分检测结果 , 详见表 2 (尘

毒)、 表 3 (噪声)。

表 2　各电厂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 、 有毒

物质浓度检测结果汇总表 mg/m3

检测

项目

检测　

地点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CMAC CTWA CSTEL MAC PC-TWA PC-STEL

矽呼尘 　除灰 — 0.12～ 3.7＊ 0.3～ 1.0 — 0.7 1.0

煤总尘 　翻车机 — — 0.11 ～ 42.44＊ — — 6

煤呼尘 　转运站 — 0.23 ～ 1.25＊ 0.5～ 5.7＊ — 2.5 3.5

氨 　加药间 — — 0.12 ～ 16.3 — — 30

氯化氢 　化学水处理间 <0.55 ～ 4.55 — — 7.5 — —

NaOH <0.3～ 0.11 — — 2 — —

　　注:＊超标。

表 3　高噪声工作场所噪声测定结果

车间 测定地点
测定结果

dB (A)

接触

时间

卫生标准

dB (A)

结果

判断

运煤车间 碎煤机 95.1 1 h 94 超标

转运站皮带头 、 尾 83.4 ～ 92.8 2 h 91 部分超标

锅炉车间 磨煤机 93.4 ～ 95.5 部分超标

一次风机 89.8 ～ 90.9 1 h 94 合格

送风机 83.8 ～ 87.8 合格

汽机车间 凝结水泵 90.8 合格

真空泵 95.1 超标

汽泵间 94.1 ～ 96.1 1 h 94 超标

励磁间 94.9 超标

高压缸 93.4 合格

除灰车间 空压机 93.6 1 h 94 合格

分选风机 94.5 超标

　　由表2 可见 , 有 3个电厂煤尘平均浓度全部合格 , 以 2 号

电厂煤呼尘平均浓度最低 , 3 号和 4 号电厂存在煤尘短时间接

触浓度超标现象。 2 号电厂的翻车机卸煤喷水管多且水量充

足 , 并设计为每次卸煤前先喷水 、 卸煤后延长喷水时间;同

时运煤转运站的接煤料斗设计为 “S” 型 , 对落煤有缓冲作

用 , 扬尘较少 , 再加上各转运站安装了风量足够的水浴除尘

器 , 因此 2 号电厂工作场所空气中煤尘浓度达到了职业卫生

标准的要求。

由表 2还可看出 , 4个电厂化学水处理间工作场所空气中

的氯化氢 、 氢氧化钠浓度及加药间工作场所空气中氨浓度均

未超标。其中 , 2 号电厂工人在进行加药操作时测得短时间接

触氨浓度最高达 16.3 mg/ m3 , 当时工人佩戴防毒面具 , 该房

间的轴流风机在开启状态。由此可以说明 , 在设备 、 管道密

闭良好的状态下 , 在设置了有效防护措施的条件下 , 氨 、 氯

化氢和氢氧化钠的危害较小。

由表 3可见 , 在距设备 1 m 处的工人巡检位测得的噪声

结果 , 存在多点超标现象 。电厂有许多高噪声设备 , 噪声危

害比较严重 , 与有关报道一致[ 1, 2] 。由于工人以现场巡检工作

方式为主 , 接触噪声的时间较短 , 噪声危害相应减轻。但是 ,

如果工人长时间在现场停留 , 则对工人听力的损伤较重。

高温危害是电厂存在的较严重的一种职业病危害 , 经过

对锅炉间 、 汽机间工人现场巡检位进行测定 , 11 个测定点中

有10个点超标 , 温差均值在 3.4 ～ 7.3 ℃之间 , 有 6 个点的温

差均值大于 6 ℃。由于工人以现场巡检工作方式为主 , 接触

高温的时间较短 , 在主控室和工人休息室均安装了空调 , 上

述电厂近年来未发生中暑事故 , 高温危害已基本得到控制。

3　讨论和建议

电力行业曾是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主要行业 , 据全国电力

行业第二次粉尘危害调查报告显示 , 截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 ,

全国电力行业已确诊的累计尘肺病患者有 6 372 例 , 累计患病

率为 3.78%, 以矽肺为主 (78.23%)。职业病患病率很高与

当时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 、 工人劳动强度大且不注意劳动保

护等因素有关。但是随着工艺改进和防护水平提高 , 尘肺病

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 3] 。尤其是随着 《职业病防治法》 的颁

布和实施 , 设计部门和建设单位重视了对职业病的预防 , 加

大了职业安全设施的投入。 2004 年 , 电力行业颁布了最新的

行业标准 , 新建电厂不但配套设置了通风除尘设备 、 喷水抑

尘装置 , 还加强管理 ,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 减少工人接触有

害因素的机会。因此 , 上述 4 个电厂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结

论均为合格 , 这是职业病预防工作取得的成果。

为了进一步完善电力行业职业病预防措施 , 现提出以下

建议 , (1)推广使用防护效果良好的设备 , 并做好设备的日

常维护 , 以保持良好防护效果。火力发电厂运煤系统的翻车

机和转运站等工作场所煤尘危害严重 , 一旦其配套的除尘设

备失效 , 则工作场所中煤尘浓度会严重超标 , 应定期 、 及时

对设备进行维护 、 保养 , 确保其功能正常。 (2)高温和噪声

均是构成血压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 二者的联合作用对心血

管系统影响更大
[ 4]
。限于当前工程技术水平 , 对噪声 、 高温

危害治理的重点多放在隔声隔热措施上 , 带有空调设备的隔

声工作室可以减少对工人的影响 , 建议加以推广。 (3)针对

电力行业的特点 , 制定职业健康促进计划并按步骤 、 按阶段

实施 , 以达到国际劳工组织 (ILO) “职业安全 、 卫生与环境

全球计划”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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