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汽车空调零部件加工企业清洗 、 焊接 、

测试作业必须采取的措施

化学品
名称

工序
有害
因素

危害水
平分类
(R术语)

扬尘性或
挥发性

用量
必须采取的
控制措施

煤油
部件
清洗

煤油
S类
(R65) 低度

中量
(以 kg计)

保护皮肤和眼
睛 ,选择使用个
人防护用品

焊接
助剂

焊接
硼酸
三甲酯

B类
(R10-21) 中度

小量
(以瓶计)　一般通风

乙醇 测试 乙醇
A类
(R11)

中度
中量

(以 L计)
　一般通风

二氯氟
乙烷

部件
清洗

二氯氟
乙烷

A类
(R52/53)

高度
中量

(以 L计)
　工程控制

3　讨论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开展以来 , 评价人员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借鉴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方法 [ 3 ～ 5] , 以探索

一套适合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的评价体系。国际倡导的化学

品的分类控制技术综合了有害化学品的危害水平分类 (R术

语)、 挥发性 (扬尘性)和用量三个因素。 R术语可判断化学

品侵入人体途径 、 对人体的主要危害 , 挥发性 (扬尘性)和

用量可判定接触机会 , 三者充分考虑了化学品对人体危害的 3

个取决因素 , 作为判定必须采取控制措施的权重非常合理。

我们将其应用在预评价中 , 为充实评价方法的探索提供思路。

分类控制原理的应用表明 , 同一化学品用量不同的工序 ,

不同化学品而用量相同的工序 , 所提出相应控制措施的级别

是不同的。塑料加工工序中因苯乙烯的用量不同 , 在搅拌岗

位必须采取密闭措施 , 而加料岗位采取工程控制即可。尽管

石墨尘比碳黑尘危害水平高 , 但因碳黑的扬尘性高于石墨 ,

在用量相同的情况下 , 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均为工程控制。

国内尚无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值的化学品如煤油等 , 在不适

用于传统方法的情况下 , 仅有化学品名称和用量资料 , 即可

使用分类控制方法 , 根据危害水平分类 、 挥发性 (扬尘性)

和用量三者提出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

技术方法直接 , 避免了类推偏差 , 可为预评价工作中提出控

制措施提供较好的依据 , 具有科学性和操作简便的特点。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特别适用于工艺简单 、 化学品

品种不多的中小企业。该技术开发之初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

化学品管理的困难 , 指导企业建立有效的 、 预防性的化学品

管理模式。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为化学品从采购到加工

处置过程的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 应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亦为中小企业化学品管理提供较好的防护指南。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客观上是实践经验的累积 , 应

建立在充分识别化学品危害的基础上 , 不能取代传统的评价

方法 , 部分中小企业使用的化学品标识不明 , 无法识别有害

因素 , 可与检测手段结合运用 , 以弥补分类控制方法的不足。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不适用于物理因素 , 亦未考虑作业

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 应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 还有待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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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我市 70家石棉加工企业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

管理 , 无一家达到 A级标准 , C级 29家 , D级 40家 , 对 C、

D级企业实行职业卫生干预措施。本次调查表明 , 我市石棉

加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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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加工是我市重点职业危害行业之一 , 我市石棉加工

已有 40多年历史 , 现已申报的石棉加工企业 70家。 2005年 ,

石棉加工车间粉尘浓度监测 276个点 , 合格 20个点 , 合格率

7.25%, 最高浓度为 129.7 mg/m3 , 超过国家标准 85倍;接

尘劳动者体检 975人 , 体检异常 240人 , 异常率 24.6%, 其

中疑似石棉尘肺 5人。 《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以来 , 对石棉加

工用人单位进行了多次的专项整治 , 但收效甚微。今年借鉴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经验 , 对石棉加工用人单位进

行量化分级管理 , 量化分级的目的在于将有限的卫生资源

(包括监督与服务)用于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 即要抓重点

行业 、 重点危害。通过一年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现将

实施过程及体会阐述如下。

1　实施过程

1.1　制定方案

制定石棉加工用人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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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根据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法规和标准并结合我市石

棉加工用人单位的现状 , 制定了量化分级实施方案及评定标

准。量化分级指标 11项 45个评价要素 , 各指标及赋分:职

业卫生管理 (10分)、 车间建筑与布局 (14分)、 职业病防

护设施 (18分)、 个人防护用品 (9分)、 职业健康监护 (18

分)、 空气粉尘浓度 (13分)、 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 (6分)、

职业卫生培训 (4分)、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分)、 生产

工艺 、 原料 (4分), 职业病发生 (降一个等级)。总得分为

100分 , 得分 95分以上为 A级 , 85 ～ 94分为 B级 , 75 ～ 84分

为 C级 , 74分以下为 D级 , 对不同等级实施不同的卫生监督

检查模式。 A级单位作为示范单位 , 简化监督;B级单位为达

标单位 , 常规监督;C级单位为基本合格单位 , 强化监督;D

级单位则为不合格单位 , 作为限期整改对象 , 限期内仍达不

到 C级标准的 , 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 直至关闭。

1.2　实施过程

1.2.1　开展培训和现场指导　2006年 2月 24日市卫生监督

所组织召开了全市石棉加工用人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卫生监督

量化分级管理培训动员会议 , 部署量化分级管理实施方案 ,

培训量化分级评定标准 , 要求企业在 3、 4月份对照标准进行

整改。会议之后 , 市卫生监督所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指导和帮

助 , 特别对未参加会议的用人单位 , 一一上门指导。部分企

业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整改 , 如在粉尘岗位设置了警示标识 ,

委托市 CDC对车间进行了粉尘浓度检测 , 组织劳动者进行健

康检查 , 增添了防尘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等。但由于部分用

人单位负责人未对量化分级工作予以足够重视 , 特别是不愿

作适当投入进行车间改造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改建 , 所以大部

分用人单位的整改现状与量化分级管理的评分标准仍有相当

大的距离 , 甚至有个别用人单位无论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还是

在职业卫生档案资料上都未作任何整改。

1.2.2　组织分级评审 , 确定重点监管企业　由市卫生局 、 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总工会和有关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联

合组成的量化分级管理检查评定组 , 对 70家石棉加工用人单

位按标准进行检查评定 , 确定各用人单位的等级。全市无一

家单位达到 A级标准;B级单位 1家 , 占 1.42%;C级单位

29家 , 占 41.43%;D级单位 40家 , 占 57.14%。

1.3　评定后的干预措施

1.3.1　公布结果　评定结果以简报形式向 70家石棉加工用

人单位和有关部门 、 镇 、 街道通报 , 同时在当地新闻网上公

布 , 在报刊上以新闻形式进行报道 , 并专门召开了石棉加工

用人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评定结果通报会议。

1.3.2　对 D级用人单位的干预措施　对 40家 D级用人单

位 , 其中 3家用人单位因未申报 、 未组织上岗前体检等严重

的违法行为直接进行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余 37家用人单位

根据其车间粉尘浓度严重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事实 , 责

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 , 到期后对其进行车间粉尘浓度的检测 、

评价 , 对仍严重超过国家标准的用人单位令其停止粉尘作业

同时进行治理。对上述单位检查时发现 , 9家用人单位粉尘浓

度严重超标 , 也未停止粉尘作业进行治理 , 根据 《职业病防

治法》 第六十五条第 (五)款进行了警告的行政处罚 , 并责

令立即改正;对警告后仍未停止作业的 4家用人单位进行了

罚款的行政处罚。

1.3.3　对 C级用人单位的干预措施　增加监督频次 , 督促

其安装职业病防护设施 , 配备个人防尘口罩等。

2　总结

2.1　成效

据统计 , 58家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 并于粉尘车间

设置了警示标识 , 占 81.69%;64家委托市 CDC对车间进行

了粉尘浓度检测 , 占 91.43%;62家组织劳动者进行了健康

检查 , 共体检 811人 , 单位体检率占 88.57%;61家配备了防

尘口罩 , 占 87.14%;53家安装或部分安装防尘 、 除尘设施 ,

占 75.71%;28家基本落实清扫制度 , 在检查时积尘不明显 ,

占 40%。

2.2　存在问题

(1)17家石棉加工用人单位无任何职业病防护设施 , 占

24.29%, 多数防护设施不全 、 防尘效果差;(2)大部分石棉

加工车间房屋低矮 、 简陋 、 自然通风差 , 机器分布密集 , 不

少在住宅内或住宅旁的简易工棚内加工;(3)个别单位未体

检 、 未检测 , 未配备防尘口罩和设置警示标识 , 也未建立职

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4)粉尘车间检测浓度合

格率仅 13.67%, 最高点为 68.4 mg/m3 , 超出国家标准 45.6

倍;(5)接触粉尘劳动者体检结果疑似职业病 3人 , 体检异

常 (肺纹理增粗) 230人 , 占 28.36%; (6)离岗体检率为

0, 上岗前体检及时率几乎为 0, 得分低于 60分的 12家 , 最

低得分为 43分。

2.3　体会及改进建议

2.3.1　石棉加工用人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中厂房条

件 、 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防尘效果没有较大的改善 , 因绝大部

分用人单位都是家庭作坊式的低成本生产 , 不可能有大的投

入 , 而且石棉加工缺乏有效的防尘措施 , 市内外无一家专业

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安装单位可以生产安装吸尘 、 除尘设施。

2.3.2　修改石棉加工用人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评审标

准。每个等级的分值同降 5分;车间建筑与布局一项内容中

增加选址的内容 , 如石棉加工场所不能设置在住宅内或住宅

旁 (距宅区 200 m内)的简易工棚内 , 并赋予较高的分值 ,

作为 A、 B级单位的必备条件。

2.3.3　进一步加大对 C、 D级单位的行政处罚力度 , 一方面

淘汰粉尘危害严重的不合格企业 , 另一方面鼓励各用人单位

争创优良等级的积极性。

2.3.4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每年复评一次 , 分析分级

变化情况及原因。分级管理是动态过程 , 并不是一次行动的

结果。

通过 2006年对石棉加工用人单位的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工作 , 进一步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 淘汰粉尘危害严重的不

合格用人单位 , 并希望能以此作为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突

破口 , 取得明显治理成效 , 最终规范全市职业病危害企业依

法落实职业病防治措施 , 减少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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