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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4 家汽车涂装车间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 , 发现

其作业场所主要有苯 、 甲苯 、 二甲苯 、 环己酮 、 丁醇 、 乙酸

和乙酸丁酯等化学性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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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汽车涂装车间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发生规律和分布

特点 , 2005年对广西新建或技术改造的 4 家汽车涂装车间

(甲 、 乙 、 丙 、 丁)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 , 报告如下。

1　职业卫生学调查

1.1　车间基本情况

4 家涂装车间均属于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甲车间为技术改

造项目 , 2005年 3月试生产 , 年喷涂2 万辆多用途乘用车;乙

车间为新建项目 , 2005年 11 月试生产 , 年喷涂 30 万辆微型车

身;丙车间为技术改造项目 , 2004年 5 月试生产 , 年喷涂2 万

辆微型专用车;丁车间为技术改造项目 , 2005年 10 月试生产 ,

年喷涂 30万套汽车保险杠。

1.2　生产工艺及职业病危害因素

4 家涂装车间均采用我国目前典型涂装工艺 , 机械化 、 自

动化程度较高 , 生产环境较好。甲 、 乙 、 丙为汽车整车涂装 ,

主要生产工艺大体相同 , 有前处理 、 打磨 、 底涂 、 中涂 、 面

涂 、 烘干等工序。丁为汽车塑料保险杠涂装 , 采用前处理 、

底漆 、 面漆 、 罩光漆 3道涂层工艺。

粉尘分布在打磨室 , 二甲苯 、 环己酮 、 丁醇 、 乙酸丁酯

等化学性有毒气体主要分布在喷漆室 、 调漆室 、 焊缝密封等

工作岗位。噪声主要来源于操作工人对工件进行清洗 、 喷漆 、

打磨。烘炉有可能产生高温等。

1.3　卫生工程防护措施及职业卫生管理

4 家车间均设置有机械送排风装置 , 根据工艺需要 , 调漆

室 、 喷漆室等设置有配套的供 、 排风系统。对噪声防护主要

选用低噪声设备 、 采用减振基础 、 安装消声器 , 将水泵 、 风

机等高噪声源设置在单独房间中等措施。

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建立齐全 , 职业卫生资料归档完整 ,

按要求配备有个人防护用品 , 有相应职业卫生应急救援预案 ,

职业病危害信息公告栏和警示标识醒目 , 职工上岗前均进行

职业卫生教育和职业健康体检。

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2.1　检测内容及方法

粉尘和毒物采样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

样规范 (GBZ159—2004)》 执行。粉尘测定按 《作业场所空气

中粉尘浓度测定方法 (GB5748—85)》 进行 , 毒物测定按 《工

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 (GBZ/T160—2004)》 中相关部分

进行。 噪声测量按 《作业场所噪声测量规范 (WS/ T 69—

1996)》 进行。本次检测是在生产线所有设备运转正常 、 满负

荷生产条件下 , 选择有代表性的采样点 , 连续采样测定 3 d ,

每日上 、 下午各 1次。检测结果取几何平均值 , 计算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 (TWA)和短时间接触浓度 (STEL), 按照 《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2—2002)》 , 结合相应的职业卫

生防护设施进行评价。

2.2　检测结果

除丙车间喷漆室一作业点空气中丁醇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外 , 其余检测点粉尘和毒物 (苯 、 甲

苯 、 二甲苯 、 环己酮 、 丁醇 、 乙酸丁酯 、 乙酸)浓度均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现场检测发现 , 甲 、 乙 、 丙 、 丁车间的

喷漆室风速中 , 丙最小 , 通风不良是造成丙车间个别检测样

品超标的原因。

噪声超标点主要集中在喷漆室 、 吹水室及风机房 、 水泵

房等辅助用房。超标原因为吹水室里工人在进行吹水作业时 ,

压缩空气经风枪排放的噪声;喷漆室里喷枪喷漆时产生的噪

声和配套通风装置运转时产生的噪声迭加而成;风机 、 水泵

功率大 、 产生的噪声较高。工作场所噪声测量情况见表 1。

表 1　噪声测量结果

车间
检测点数

(个)

噪声强度范围

[ dB (A)]

超标点数

(个)

检测点合格率

(%)

甲 30 61.5～ 104.3 4 86.7

乙 54 56.6～ 94.2 4 92.6

丙 17 50.1～ 94.1 1 94.1

丁 12 67.6～ 112.8 4 66.7

3　小结

各车间采取的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比较完善 , 总平面布置 、

工艺流程 、 个人防护用品配置情况等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要求 , 对作业人员身体健康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检测结果

表明 , 一部分作业点的噪声强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噪

声与其他职业有害因素的联合作用 , 加重了噪声的听力损害。

因此 , 要改善噪声作业条件 ,密切关注作业工人身体健康 ,做好

个人防护。因丁醇浓度超标 , 应加强该作业场所通风排毒设

施 , 改善生产工艺 ,以防对工人身体健康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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