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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现场调查情况与监测数据 , 对照职业卫生标
准和规范 , 对某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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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相关职

业卫生的法律 、 法规 , 从源头上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 , 受

项目方委托 , 我中心承担了杭州市某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 现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依据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卫生部 49 号令)、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评价规范》 (卫法监发 [ 2002] 63 号)、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 (GBZ1—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2—2002)等法律 、 法规 、 标准为依据。 项目的初步设

计 、 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 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等是评价的基础。

1.2　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法 、 检查表法 、 风险评估法和检测检验法

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

1.3　内容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评价 、 选址 、 总平面布置 、 卫生辅

助设施 、 职业卫生管理 、 职业卫生经费概算 、 生产工艺及设

备布局 、 职业病防护设施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应

急救援措施。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情况

该污水处理厂投资约 13 亿元人民币 , 污水处理能力

60 万 m3/ d , 厂区位于杭州市东北角 , 距离市中心约 18 km ,

占地约 56.53 公顷 , 现有职工 81人 , 生产人员 44 人 , 管理人

员 37人。

2.2　厂址及平面布局

当地夏季主导频率风向为西南偏南 (SSW), 厂区周围无

居民区 , 距离市区较远 , 其排放的毒物向外扩散对市区的影

响较小 , 办公区和污水 、 污泥处理区分离 , 产生的毒物对办

公场所影响较小 , 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02)的要求。

2.3　生产工艺

采用具有脱氮除磷功能的 A/A/O 活性污泥工艺 , 污水处

理主要工艺流程为:污水※粗格栅※沉砂池※细格栅※初沉池

※厌氧池※缺氧池※曝气池※二沉池※紫外线消毒渠※出水

泵房;污泥处理主要工艺流程为:初沉池和二沉池※贮泥池※

离心浓缩机和脱水机※污泥料仓※外运填埋。 该工艺是利用

好氧厌氧微生物分解污水中的有机物 , 一部分以气体的形式排

入大气 ,一部分以剩余污泥的形式排出 ,使污水得以净化排放。

污水和污泥处理设单独控制室 , 操作人员在控制室监控 , 定时

巡检 , 且粗格栅 、细格栅 、沉砂池 、好氧池 、初沉池 、二沉池在室

外建造 ,厌氧池 、缺氧池密闭亦在室外建造。

2.4　职业病防护措施

水泵 、 电机 、 风机等易产生噪声的设备 , 设置隔振垫或

隔声罩 , 减少噪声 , 同时 , 将管理用房与机房分开以降低噪

声污染。在污水处理各构筑物上部进行了加盖处理 , 对散发

的 “臭气” 进行收集 , 将加盖收集来的 “臭气” 通过一条吸

气风管将其吸收 , 用风机加压经喷淋加湿后 , 分别送到装有

布气功能 (能够集中吸附臭气到特殊土堆中处理的设施 , 土

堆内含有沙 、 石和微生物 , 通过沙 、 石对臭气的阻隔和微生

物的吸附 , 减少臭气的浓度)的构筑物顶部或旁边的植物根

部 ,利用绿化带来完成生物土壤法以消除气体异味 , 以净化气

体排入大气 。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监控 , 设置值班室 , 作业

工人采取定期巡视的方式 , 减少工人与有毒有害气体接触时

间。在产生有毒气体的工段 ,设置 H2S 测定仪 、报警仪和通风

系统 ,作业工人配备工作服 、口罩 、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机械

设备的危险部分 ,如传动带 、明齿轮 、砂轮等安装了防护装置。

2.5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污水有机物中含氮 、 磷 、 硫 、 碳 、 氧 、 卤族等元素 , 污

水 、 污泥中有机物的分解 、 发酵过程会散发一些化学物质 ,

包括硫化氢 、 氨 、 甲醛 、 氯化氢 、 氯 、 二氧化氮 、 乙硫醇 、

甲硫醇 、 三甲胺 、 臭粪素 、 硫甲酚等 , 上述化学物质相互伴

随出现 , 本报告以污水 、 污泥处理各阶段释放出的硫化氢 、

氨 、 甲醛 、 氯化氢 、 氯 、 二氧化氮 、 三甲胺作为代表进行检

测与评价。物理因素为噪声 , 该项目有室外作业 , 在该地区

夏季有高温危害 , 对噪声 、 高温进行了检测与评价。 在正常

·32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7年 10月第 20卷第 5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07 , Vol.20 No.5



生产情况下对 18 个 工作场所硫化氢 、 氨 、 甲醛 、 氯化氢 、

氯 、 二氧化氮 、 三甲胺进行了检测 , 均采集样本 432 份 , 其

中硫化氢 、 氨 、 氯 、 二氧化氮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 甲醛 、 氯

化氢有部分不符合标准 , 甲醛合格率为 92.59%, 氯化氢合格

率为 97.69%, 三甲胺有 2 次检测结果为标准的临界值。噪声

和高温以工人实际接触时间为评价依据 , 共检测 5 个工作场

所噪声和 3个工作场所高温 , 噪声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高温 (WBGT)共检测 9份 , 结果为 27.6～ 29.7℃(检测时间

为9 月中旬 , 选择气温比较高的一晴天作为高温检测的代

表), 没有进行分级。具体见表 1。

表 1　毒物 、 噪声的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样本数 检测结果 超标样本数

硫化氢　 432 检出限 ～ 3.2 0

氨　　　 432 检出限 ～ 6.3 0

氯化氢　 432 0.7～ 8.7 10

氯　　　 432 检出限 0

二氧化氮 432 0.016～ 0.127 0

甲醛　　 432 检出限 ～ 0.83 32

三甲胺　 432 检出限 ～ 36 0

噪声　　 8 60.0～ 85.8 0

2.6　采光照明

本项目大多为室外构筑物 , 中晚班不进行巡视 , 出现事

故时使用检测用行灯和路灯。采光照明能满足工作需要。

2.7　管理措施

生产筹建办设职业卫生专职管理人员 1 名 , 负责企业环

境 、 劳动保护和职业卫生工作。 企业已制订并实施了 《污水

处理运行方案》 、 《污泥处理运行方案》 、 《生产运行应急方案

(暂行)》 、 《安全生产规程》 等一系列技术规程和管理制度 ,

未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2.8　硫化氢中毒事故风险评估

本项目正常生产 (巡视 、 不进入池中的日常维修)时硫

化氢暴露水平处于安全线内 , 对构筑物或容器进行放空清理

和维修时存在风险 , 必须制定措施确保各项规章制度 、 应急

救援预案以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中提

出建议的落实 , 方可降低硫化氢中毒风险。

2.9　职业病防控建议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 ,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预案。在进行设备维修 , 进入有毒气体或可燃气体的

构筑物或容器进行放空清理和维修前 , 必须使用适当的气体

监测设备测试确定空间的安全性 , 携带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进行人员培训 , 了解各个区域的危险性 、 紧急情况处理过程 ,

营救程序 , 并得到管理者的批准。加强气体监测 , 配备现场

急救用品。

有维护结构的建筑物鼓风机房 (包括控制室)、 污泥浓缩

脱水机房 (包括控制室 、 加药间)必须增加机械通风设施;

经常对各吸排风系统 、 臭气收集和处理系统等防护设施进行

维修确保其正常运行。

3　讨论

大量的调查结果表明 , 污水处理厂的恶臭物质主要是氨 、

硫化氢 、 甲硫醇等[ 1 , 6] 。在 pH=9 时 , 99%以上的硫化物溶解

在水中 , 硫以没有异味的 HS 形式存在;pH<9 时 , 会从污水

中释放出来;而 pH>9 时会释放出氨气。随着水的流动 , 离

子形态的硫化氢和氨也能从水中散发出来[ 1, 3] 。根据委托方提

供的资料 , 本污水处理厂进厂水 pH 值为 7.6 ～ 8.2;出厂水

pH 值为 7.17 ～ 7.31 , 为中性 , 这有利于硫化氢和氨气的释放。

在城市污水中包含足够的有机物和无机盐 , 经过生物厌氧 、

缺氧和需氧处理 , 污水中有机物和无机盐中的氮 、 磷 、 硫 、

碳 、 氧 、 卤族等元素氧化还原为硫化氢 、 氨 、 甲醛 、 氯化氢 、

氯 、 二氧化氮 、 乙硫醇 、 甲硫醇 、 三甲胺 、 臭粪素 、 硫甲酚

等 , 在适宜的 pH 值条件下以离子形态溶解于水中或者释放到

周围环境中[ 1] 。

本评价以硫化氢 、 氨 、 甲醛 、 氯化氢 、 氯 、 二氧化氮 、

三甲胺作为臭气的代表进行检测与评价 , 鼓风机房控制室 、

鼓风机房 、 污泥处理站控制室及加料间 、 进水泵房 、 粗格栅

压干机出口 、 沉砂池盖板上中部检测点空气中甲醛浓度不合

格;进水泵房 、 粗格栅压干机出口 、 细格栅盖板上中 、 曝气

池检测点空气中氯化氢浓度不合格;进水泵房 、 鼓风机控制

室检测点空气中三甲胺 (参照美国标准)有一次检测结果正

好为标准的临界值;毒物浓度不合格的检测点 , 绝大部分在

有维护结构的建筑物内 , 室外检测点空气中甲醛 、 氯化氢浓

度随着项目工艺流程的进展而降低。由以上结果分析 , 露天

作业检测结果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 , 需提出的是对于露天作

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评价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一般都显著地宽于环境质量空气标准值 , 不论适用于最

高允许浓度的还是适用于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有毒物质 ,

都受其自然因素的影响[ 2] 。因此 , 有维护结构建筑物内作业

和露天作业空气有毒物质检则方法 、 有毒物质评价标准完全

一致 , 值得进一步探讨[ 2] 。笔者认为建筑物内作业和露天作

业空气中有毒物质检测方法 、 评价标准应有所区别 , 如统一

规定露天车间自然条件的限定范围 , 对露天作业进行检测时

增大采样体积 、 增加检测频次等。

根据以上分析 , 建议在适当场所增设甲醛报警仪和便携

式甲醛测定仪。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 、 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和

安全操作规程并加以实施;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建

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配

置相应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 设置职业卫生检测站和

安全教育室 , 配备有关的检测分析仪器;做好职工岗前职业

卫生知识培训 ,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定期对工作场所职业病

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做好生物污染预防措施 , 在污水处理的

曝气过程中 , 产生的附着细菌气溶胶会将致病微生物带入空

气中[ 4 , 5] , 从业人员应当加强劳动保护措施 , 即在曝气池周围

工作时应佩戴口罩。我国尚没有污水处理行业工作场所空气

中微生物的职业卫生标准 , 建议有关机构进一步完善 , 为防

治生物污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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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小煤井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分析
Analysis of a pre-assessment on a rebuilding and extending item in certain small coal pit

夏猛 , 潘鸣镝 , 于平 , 伊健 , 郭平
XIA Meng , PAN Ming-di , YU Ping , YI Jian , GUO Ping

(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山东 淄博　2550026)

　　摘要:采用经验法和检查表法对某小煤井改扩建工程项
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基本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的有关规定 , 该改扩建方案设计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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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某矿业集团为充分利用现有的煤炭资源扩大再生

产 , 于 2003 年收购接管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某乡镇小煤

井 , 并对其进行改造 。为确定其改扩建项目在职业病防治方

面的可行性 , 受该集团委托 , 对其建设项目设计进行了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

1　评价内容与方法

评价内容包括选址 、 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的要求 、 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

健康的影响 、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 卫生辅助用室的基本卫

生要求 、 应急救援措施 、 个人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及其

专项经费概算等。采用经验法和检查表法相结合 , 依据国家

有关职业卫生的法律 、 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以及操作规程 ,

逐项检查符合情况 , 确定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 、 缺陷和潜在

危害。

2　建设项目概况

2.1　基本情况　

拟改扩建煤井原属乡镇煤井 , 被山东省煤炭管理局列为

停产整顿矿井 , 2003 年由张店矿业集团兼并接管。为扩大煤

井的生产能力 , 使其保持良好的经济效益 , 决定对煤井的提

升 、 排水 、 通风 、 供电 、 运输等系统进行全面技术改造 , 使

煤井达到国家规定的不低于 12 万 t的生产能力和安全生产的

要求。

2.2　生产工艺流程

掘进工人下井※岩巷打眼※岩巷爆破※岩巷装载※出矸

※装载推车※支护※喷浆砌碹

采煤工人下井※煤巷打眼※煤巷爆破※煤巷装载※出煤

※装载推车※装车外销

2.3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

根据经验和生产工艺分析 , 在煤炭生产中可能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 、 煤尘 、 噪声 、 局部振动 、 不良气象条

件以及氮氧化合物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等有毒气体。

煤炭生产中产生的粉尘主要包括矽尘 、 煤尘和水泥尘 ,

生产过程中的粉尘可产生于煤炭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噪声主

要产生于凿岩 、 放炮 、 运输 、 机电 、 通风等工序。有毒气体

主要存在于掘进和采煤迎头及废弃巷道。 经过对该煤井拟建

设项目的现场调查和工程分析 , 拟建项目的评价将粉尘 、 噪

声 、 一氧化碳作为重点评价因子进行评价。

3　职业病危害评价结果

3.1　选址与矿区布局

该煤井距城区较远 , 但交通十分方便 。依据对矿井生产

过程的卫生特征 、 有害因素危害现状 , 结合建设地点的规划

与现状 , 水文 、 地质 、 气象等因素的分析 , 矿区总体布局合

理 , 功能分区明确 , 选址和矿区布局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 。

3.2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防护措施

3.2.1　综合防尘措施　建立了完善的防尘 、 喷雾 、 洒水 、 降

尘 、 通风系统 , 根据本煤井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防尘水池 , 保

证有足够的防尘用水。采掘工作面制定洒水灭尘制度 , 各运

输转载点都有喷雾洒水装置 , 回风顺槽设计有防尘水幕 , 运

输巷和回风巷设置了喷雾除尘装置。采掘工作面建立了相关

制度 , 要求放炮后采用喷雾洒水降尘 , 一般除尘 30 min 后方

能进入工作面。掘进工作面推行湿式打眼 , 执行松动放炮 ,

放炮采用水炮泥;放炮后 、 出矸前均冲洗煤壁巷帮 , 爆破时

采用喷雾降尘 , 否则不准作业;坚持放炮前 、 后洒水。锚喷

作业时采用了潮料喷浆机。采煤工作面配备煤层储水设备对

煤层注水 , 减少煤尘发生量。采煤工作面上 、 下顺槽设立了

净化水幕 , 掘进工作面也设立了喷雾装置。 在井筒和主要回

风巷道安排辅助工定期清扫巷道 、 清洗井壁和巷道刷浆 , 以

减少巷道中的积尘。

3.2.2　有毒化学物质的防护措施　本改扩建项目设计针对煤

井的特点主要采取了矿井通风和瓦斯 、 一氧化碳即时检测等

措施防止瓦斯爆炸和一氧化碳中毒。实际上针对瓦斯危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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