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除尘系统;完善原料输送皮带密闭措施;加强现有通风除

尘设备的维护管理;建立湿式清扫制度 , 安装水冲装置 , 定

期冲洗地面 、 墙面积尘 , 防止二次扬尘;工人巡检要佩戴防

尘口罩和防噪耳塞 , 以降低粉尘和噪声的危害。

3.2　制定盐酸 、 氢氧化钠等化学品的应急救援专项预案并定

期组织演练;设置事故通风设施 、 喷淋设施 , 装备必要的救

护器材。

3.3　熔化工巡视观察位应设风扇降温 , 巡视时加强个人防

护 , 合理安排巡检时间 , 尽量减少接触过高温度的机会。

3.4　补充各生产厂房 、 辅助用室的采光 、 照明。

3.5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的要求 , 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 , 增设警示标识 , 提高职业健康监护覆盖率。

4　评价结论

该项目采取了一系列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 如能结合上

述建议认真整改 ,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并确保其运行正常 , 认真落实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 个体

防护措施到位 , 则该项目能够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有关的

法律 、 法规 、 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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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类比法对某矿山机械厂建设项目建成后可能

产生的电焊烟尘 、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高温 、 噪声等职业病

危害因素进行预评价 。该项目属于严重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 ,

必须充分落实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建议 , 项目建成后方可

满足职业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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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是中国 500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之一 , 主导产品

有选矿机械 、 散料运输设备 、 工程机械 、 磁性材料等。受该

公司的委托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的相关规定 , 我们对该异地搬

迁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

1　项目概况与评价方法

1.1　项目概况

新建厂主要进行大型 、 关键零件的加工和装配 , 主要由 5

个事业部及辅助生产部门等组成。其主要生产设备为各种机

加 、 焊接 、 装配 、 涂装设备等。所需材料主要为钢板 、 型材 、

管材 、 焊丝 、 焊剂 、 涂料 、 溶剂及铸件 、 锻件等。 新厂区共

需各类人员 6 000人 , 其中生产人员 4 500人 , 其他人员 1 500

人。公司设安技环保处 , 统管全厂的职业卫生工作。

该厂产品结构以大型焊接件居多 , 工艺流程相似性强 ,

主要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主要工艺流程

1.2　评价方法

采用类比检测与综合分析的方法对本建设项目生产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措施进行评价。本项目属

于厂房异地新建 , 生产产品及工艺 、 原辅材料 、 生产设备 、

生产规模 、 职业病防护措施 、 职业卫生管理水平与原厂房基

本相同 , 按照相似性原则选择该厂原厂区生产厂房作为类比

对象 , 进行类比调查 、 检测分析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本项目属于机械制造业 , 主要生产过程包括焊接 、 热处

理 、 机械加工 、 装配及切割 、 涂装等。其中焊接操作人员可

接触到电焊烟尘 、 二氧化锰 、 氮氧化物 、 臭氧 、 一氧化碳 、

铬 、 锌 、 镍 、 高温 、 紫外线辐射和噪声 , 抛光 、 打磨操作工

人可接触砂轮磨尘 、 手臂振动和噪声 , 热处理岗位作业人员

可接触到氨 、 一氧化碳 、 甲醇 、 丙酮 、 噪声和高温 , 涂装工

序操作人员可接触到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丙酮和汽油等。

2.2　类比现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分析

利用该厂搬迁前的生产厂房类比检测数据对本项目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浓 (强)度及防护措施进行预测分析、 评价。

粉尘类比检测 32个作业点 , 其中焊接岗位产生的电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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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及刃具磨床 、 铲磨床 、 刃具室产生的砂轮磨尘等 15个岗位

的粉尘短时间接触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毒物类比检测 25个作业点 , 其中结构一刷油 、 总装油

库 、 总装刷油等 6个岗位苯 、 甲苯 、 二甲苯短时间接触浓度

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噪声类比检测 43个作业点 , 其中 Q-11剪刀机、 2000T压力

机 、 东德剪刀机等 18个岗位噪声强度超过职业卫生标准限值。

高温类比测度结果:磁选厂烧结区操作岗位高温作业分

级为Ⅱ级。

该厂原生产厂房中各岗位多为半封闭和敞开式作业 , 针对

粉尘 、毒物 、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别采取了自然通风 、设置除

尘器 、使用自制排毒装置 ,通风除尘(排毒)效果不好 ,导致尘、毒

部分检测结果超标。该公司 2005年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提示 , 电

焊岗位 2名作业人员患有电焊工尘肺, 刷油岗位 1名作业人员患

有慢性苯中毒。原生产厂房高噪声岗位作业人员配有耳塞。

2.3　职业卫生防护措施评价

2.3.1　选址与总体布局　项目新建于沈阳某经济技术开发

区 , 厂区周围无居住区及环境敏感区域 , 选址是在考虑了现

行的卫生 、 环保 、 城乡规划等法规要求 , 结合生产过程中的

卫生特征 、 有害因素危害状况等综合分析基础上确定的。 厂

区总平面布局将厂区划分为 3个功能区。厂前区位于厂区的

西南端 (即当地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由综合楼 、 食堂 、

大学生公寓组成。生产区由九大联合厂房构成 , 位于厂区中

部 , 并在西 、 北 、 南规划路上布置了 4个货流出入口。各生

产厂房的西侧均贴建 4层的辅助生活间。传动机械厂房的热

处理车间属于高温厂房 , 其厂房的纵轴 (东西)与当地夏季

主导风向 (南北)相垂直 , 符合卫生要求。公用设施区 (动

力区)布置在厂区东北部 , 以便于与市政管网接口 。

2.3.2　生产工艺布局　项目在满足产品要求的前提下拟采用

发尘量较少的焊条代替发尘量较多的焊条;涂装工序拟淘汰

原有涂料 , 使用低毒型的环保型聚氨酯面漆 , 独立封闭布置 ,

安装局部机械排风装置;噪声的控制在发生源控制的基础上 ,

对厂房的设计和设备的布局拟采取降噪措施。

2.3.3　车间建筑设计卫生要求　本项目采暖由开发区统一提

供热源。对通风量大的厂房采用燃气红外线辐射供暖系统 , 其

他厂房采用散热器和暖风机联合采暖方式 , 车间设置大门热风

幕系统。生产厂房以自然通风为主 , 大型焊接厂房采用自然通

风加机械排风的通风措施, 按排风量的 50% ～ 60%设置机械补

风系统 , 冬季补送热风。热处理车间表面处理槽及发热量大的

设备上设置局部排风罩。燃气调压站、 气表间设事故防爆通风。

主要厂房普遍采用屋面采光带形式 , 以弥补侧窗采光的不足。

根据生产工艺需要 , 考虑采用人工照明和自然采光的合理配置

和补充。同时还设计了安全照明 、 疏散照明。

2.3.4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项目针对焊接厂房拟采取自然

通风结合机械排风的通风形式 , 焊接作业相对固定的岗位采用

固定式排烟罩 , 对于大而长的焊件拟使用多吸头排烟罩。项目

针对新建各事业部的涂装工艺进行了不同的卫生防护设计 , 钢

材预处理线、 结构件抛丸设备自带多级除尘系统。腻子打磨区

配置工业吸尘器 , 对腻子打磨产生的粉尘进行处理 , 产生的粉

尘通过分离器和吸尘器的集尘桶统一处理。喷涂过程在密闭的

喷漆室内进行。钢管预处理设备由抛丸室 、 上下料辊道和除尘

器组成。涂装设备主要选用喷烘两用的干式喷漆室。

噪声的控制措施:设计时选用低噪声设备 , 产生噪声较

大的通风机 、 鼓风机 、 空压机等进出口处均加消音器。 所有

风机 、 水泵均设于单独机房内 , 机房门窗采用隔音门窗。空

压机为全封闭式 , 噪声很小。

高温的防护措施:通过厂房内合理组织自然通风气流 ,

设置全面 、 局部送风装置降低工作环境的温度 , 一般生产厂

房高温季节使用移动式电风扇及固定式电风扇 , 对高温作业

的人员供应含盐清凉饮料 、 限制操作人员持续接触热源时间

等 , 能满足防暑降温需要。

2.3.5　应急救援措施与个人防护措施　燃气调压站 、 气表间设

事故防爆通风。钢材预处理线 、 喷涂工部设有事故通风装置及可

燃气体检测 、 报警装置。还需制定 “职业中毒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企业拟发放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个人防护用品如防毒

面具 、 防毒防尘口罩 、 防噪声耳塞 、 防焊接弧光的护目镜等。

2.3.6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与辅助卫生设施　该厂安技环保处

配 1名专职人员负责全厂的职业卫生全面管理及监督工作 ,

各车间设有安全员兼职职业卫生工作。厂区设有浴室 、 更衣

室 、 盥洗室 、 生活室 、 休息室 、 卫生间等一系列卫生辅助用

室 , 厂区内分设三处食堂 , 方便职工就近用餐。

3　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存在苯 、 二氧化锰 、 氮氧化物 、 一氧化碳等多种

高毒物质 , 类比检测结果表明该厂原厂区部分作业岗位的粉

尘 、 毒物 、 噪声强度 (浓度)超标 , 根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2006年卫生部第 49号令)之规定 , 本

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该建设项目选址 、 总平面布置 、 生产工艺布局 、 生产生活

辅助卫生设施 、 个人防护用品 、 应急救援设施、 职业卫生管理

措施等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

要求。项目如能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充分落实已考虑到的职业病

防护措施和本文提出的各项建议 , 在积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后 ,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可望得到有效控制。

建议项目针对类比测试中超标岗位及原生产厂房有职业

病发生的岗位 , 要重新合理设计卫生工程防护设施 , 加强操

作人员个人防护。焊接工作量大的厂房应通过局部送风及适

宜的局部机械排风方式将厂房中焊接烟尘浓度降低到职业接

触限值以下;噪声危害较大的设备 , 应考虑封闭在一定的空

间内与操作人员隔开 , 噪声个人防护可将耳塞和耳罩组合使

用以提高隔声效果。外协工作任务应选择具备职业病防护条

件的单位 , 并将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及应采取的防护措施等如实告知。针对产生粉尘 、 毒物 、 噪

声等作业岗位 , 应当设置警示标识 , 在涂装岗位设置报警装

置 、 配置现场急救用品 、 冲洗设备 、 应急撤离通道。组织所

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生产工人进行岗前职业健康体检 ,

对有职业禁忌证者应转岗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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