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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现场调查和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某锻造厂职

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与分析 , 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键

控制点 , 为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提供依据。锻

造生产过程复杂 , 存在噪声 、 振动 、 高温和热辐射 、 粉尘 、

有毒物质等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 可致职业性噪声听力损伤

等多种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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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某锻造厂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进行识别与分析 , 以找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键控制点 , 并

制定相应的职业病防治措施 ,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1　方法与内容

1.1　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和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某锻造厂工艺 、 生

产活动 、 使用的原辅料及其产品 、 职业卫生现状 、 既往现场

检测资料以及健康检查资料进行识别 、 分析。

1.2　内容

某锻造厂生产工艺 、 设备 、 生产活动及各岗位作业指导

书 , 历年不同岗位作业环境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 ,

历年健康监护结果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产工艺

该锻造厂基本工艺的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锻造工艺基本流程

2.2　岗位及工种分布

主要有备料 、 锻工 、 热处理 、 清校 、 喷丸工 、 酸洗工及

其他辅助工种 , 包括电气焊 、 模修 、 热处理 、 空压工等。

2.3　职业病有害因素识别

锻造生产中使用的设备 , 尤其是锻锤会产生强烈的噪声

和振动 , 锻造燃煤和燃油加热炉可排放污染物。锻件和坯料

的清理和热处理过程中 , 还会产生和释放有害气体。另外 ,

还可产生高温和热辐射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2.3.1　噪声　锻造车间的振动是由模锻锤及各种自由锻锤所

产生 , 可分为稳态噪声和脉冲噪声。表 1为 2004年某锻造厂

部分车间设备噪声检测结果。

表 1　2004年某锻造厂主要车间噪声声级监测结果 [ dB(A)]

车　间 岗　位 噪声性质
噪声强度

[ dB(A)]

日接触时间

或频次

备料车间 500吨剪床 (空转) 稳态 92.9 8h

500吨剪床 脉冲 123.5 1500次

高速带锯机 稳态 86.6 8h

900吨剪床 脉冲 118.0 6000次

1250吨剪床 脉冲 120.6 5400次

轻锻车间 环境 稳态 88.0 8h

8000吨锻压校正 脉冲 115.0 720次

8000吨锻压主机 (空转) 稳态 85.4 8h

加热床 稳态 88.3 8h

6300吨锻压主机 (空转) 稳态 95.8 8h

6300吨锻压主机 脉冲 118.4 900次

3150吨锻压机 (空转) 稳态 90.4 8h

热模锻压机 (YT-032) 脉冲 123.3 1200次

机械压力机 (52-YT-049) 脉冲 117.0 1200次

8000吨锻压主机 脉冲 118.0 720次

1800吨锻压机 脉冲 116.1 4500次

1800吨锻压机 (空转) 稳态 96.5 8h

平锻车间 环境 稳态 83.5 8h

砂轮机 (MC-56) 稳态 96.3 8h

2500吨压力机 (YJ-088) 稳态 90.0 8h

1250吨平锻机 (空转) 稳态 88.5 8h

1250吨平锻机 脉冲 116.5 2800次

重锻车间 环境 稳态 84.7 8h

剪边压床 7号 脉冲 119.4 1200次

4000吨锻压机 7号 脉冲 124.5 3600次

4000吨锻压机 7号 (空转) 稳态 98.1 8h

清校车间 环境 稳态 86.9 8h

覆带式抛丸机 稳态 90.5 8h

校正机 (52-YT-175) 稳态 90.0 8h

20兆牛精压机 (52-YT-143) 脉冲 94.3 1000 ～ 10000次

压力机 (52-YT-169) 脉冲 121.8 2000次

　　从表 1看出 , 某锻造厂车间环境中稳态噪声十分严重 ,

基本超过国家标准。限于条件该厂未对车间振动进行检测。

2.3.2　粉尘　锻造生产中加热炉使用的燃料有煤气 、 油 、 煤

等 , 目前绝大部分是燃煤 , 少部分燃油或煤气 、 电加热 , 煤

和油燃烧可产生烟尘 。另外 , 采用打磨和喷砂清理锻件表面

时 , 去氧化铁皮也会产生粉尘。 该锻造厂主要使用电加热方

式 , 粉尘危害主要存在于清理车间 , 粉尘检测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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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3 ～ 2002年某锻造厂粉尘浓度监测结果

车　间 1993年 1994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达标率 (%)

备料车间 4.8 11.1 4.8 5.2 7.4 4.8 5.2 5.9 87.5

重锻车间 5.6 8.6 4.3 6.0 6.0 6.2 4.5 5.1 100.0

轻锻车间 16.0 9.6 4.9 6.6 6.2 5.6 6.8 6.1 87.5

前梁车间 24.0 1.6 5.1 5.2 3.1 4.2 3.7 4.0 87.5

工具科 2.1 4.3 4.3 6.2 4.2 5.0 7.2 5.0 100.0

热处理 3.6 — 5.3 6.2 3.6 6.4 6.0 6.0 100.0

抛丸滚筒室 12.4 11.3 10.9 10.9 11.8 8.1 6.2 3.2 37.5

抛丸室 — 4.1 5.5 7.1 8.3 5.8 18.8 5.6 85.7

平　均 9.8 6.6 5.0 6.7 6.3 5.8 7.3 5.1 85.7

2.3.3　高温和热辐射　该锻造厂为开放式锻炉 , 炉温达

800 ～ 900 ℃, 通过辐射和对流 , 将热辐射扩散到整个车间。

加热炉是密闭的 , 但在投料或取锻件及锻打过程中 , 仍可受

到高温和热辐射的危害。对该厂锻造车间高温作业工位的热

辐射进行检 测 , 共检测 56 个 作业点 , 超 标 22 个 , 占

39.29%;对 59个作业点的温度 WBGT指数进行测量 , 超标

17个 , 占 28.81%。见表 3、 表 4。

表 3　锻造作业高温热辐射监测结果

车　间 设　备
热辐射监测值 (kW/m2)

加热 锟压 锻打 切边

WBGT(℃)

加热 锟压 锻打 切边

轻锻车间 18MN锻压机 0.5 1.0 0.9 0.2 35.0 36.4 37.2 36.4

20MN锻压机 1.3 4.3 1.4 4.3 35.0 37.0 34.2 42.6

25MN锻压机 1.4 2.2 1.6 0.9 37.6 35.0 35.4 35.0

重锻车间 31.5MN压机 3.5 2.8 2.8 34.4 — 36.0 37.0

40MN锻机 2.5 3.2 3.2 3.2 34.4 36.8 37.0 35.0

前梁车间 80MN压机 2.0 2.3 1.4 1.2 33.0 36.0 35.0 35.0

120MN压机＊ 1.6 1.0 — 2.4 35.0 34.0 — 37.0

＊:喷雾 、 热校正和下料工位的热辐射分别为 1.4、 0.7、 2.5kW/m2 , WBGT指数分别为 37.0、 33.0、 36.5℃

2.3.4　有害物质　主要是锻件酸洗时使用的硝酸 、 硫酸 、 盐

酸 、 苛性钠等 , 还有锻件热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油烟 、 一氧化

碳 、 氨气 、 氮氧化物等。对所调查的锻造厂酸洗车间酸洗槽

硫酸雾检测结果分析显示 , 硫酸雾浓度在 0.5 ～ 10.7 mg/m3之

间 , 平均浓度 3.33 mg/m3 ,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2 mg/m3)。

由于酸洗车间对生产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较大危害 , 该酸洗

车间于 2000年拆除 , 用清理方法取而代之 。

表 4　锻造作业高温热辐射监测结果

车　间 设　备
热辐射监测值(kW/m2)

加热 递料 锻打

WBGT(℃)

加热 递料 锻打

平锻车间 3.15MN 5.0 — — 39.2 — —

4.5MN — 5.0 — — 39.2 —

6.3MN — — 5.0 — — 39.2

16MN锻压机 5.0 5.0 5.0 39.4 39.4 39.4

12.5MN锻压机 6.5 6.5 5.7 36.0 36.0 37.8

锲模轧机 6.5 6.5 6.5 35.0 36.0 36.0

前梁车间 80MN压机 2.0 2.3 1.4 33.0 36.0 35.0

热处理　　
车间　　　

淬火炉 6.5 36.5
盐炉 5.7 37.0

井式炉 3.2 38.0

回火炉 3.6 50.0

2.4　健康监护结果与分析

2.4.1　接触情况　所调查的锻造厂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

人共 553人 , 其中男 528人 、 女 25人。主要以锻工为主 , 约

占 50%, 其次为热处理 、 喷丸及砂轮工等。车间环境中存在

噪声 、 振动 、 高温和热辐射 、 粉尘以及有毒气体等职业病危

害因素 , 其中振动在工厂设计 、 设备安装时已采取有效的防

护措施 , 危害已大大降低 , 但噪声危害等依然很严重。

2.4.2　健康监护情况　共 251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

进行了体验 , 其中男 194人 、 女 57人。体检项目包括详细的

问诊 、 心肺听诊 、 血压测量 、 神经内科检查 、 五官科检查 、

眼科检查 , 实验室检查 , 心电图 、 B超 、 X线透视 、 X线拍

片 、 肺功能以及听力检查。 结果发现 , 95人体检结果存在不

同程度异常 , 占体检人数的 37.85%, 与职业有关的主要是接

触噪声工人的听力损失。本次共体检噪声作业工人 85人 , 23

人发现有听力损伤 , 其中 , 高频听损 18人 , 双耳语频听损 5

人。听力损失主要发生在锻工和砂轮清校等工种 , 见表 5。其

他异常包括 , 血常规 18人 , 心血管异常 41人 , 肝胆疾患 34

人 , 肺部疾患 3人。

表 5　锻造厂不同工位听力损失体检结果

工　位
应体检

人　数

体检

人数

体检率

(%)

听力损失检出人数

高频听阈 语频听阈 合计

检出率

(%)

锻　工 254 28 11.02 8 3 11 39.29

砂轮工 22 22 100.00 5 1 6 27.27

模修工 25 8 32.00 2 1 3 37.50

钣金工 4 4 100.00 2 0 2 50.00

喷丸工 28 8 28.57 1 0 1 12.50

其　他 220 15 6.82 0 0 0 0.00

合　计 553 85 15.37 18 5 23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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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锻造作业职业病危害特征及防护措施

在锻造生产过程中 , 同一工作岗位可以接触到多种职业

病危害因素 , 对作业工人造成的健康损害可多样 , 因此应采

取综合措施控制职业病危害。表 6列举了不同工种所接触到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对健康的损害以及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2.6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

通过对锻造工艺 、 接触工种人数调查 、 职业病危害因素

现场监测及健康监护资料分析 , 确定以下 3个工种 (位)为

锻造作业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锻工 、 清理校正 (砂轮工

等)、 剪切等工种 (位)。噪声 、 高温 、 粉尘 、 有毒物质是主

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3　结论

通过对锻造生产工艺过程及生产活动的综合分析 , 锻造

作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振动与噪声 、 高温与热辐射 、

粉尘及烟尘 、 有毒物质 (酸 、 碱 、 CO)等。 这些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布于不同的工艺过程和生产活动中 , 导致的职业病危

害复杂且严重 , 特别是噪声 , 在健康监护中已发现职业病患

者。高温 、 粉尘 、 有毒物质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 加强职业病

防治工作应重点从危害的关键控制点和重要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控制做起。

表 6　锻造工种 (位)与职业病危害因素 、

健康损害及防护用品对应表

工种

(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健康损害 个人防护用品

锻工 烟尘 、高温和热辐

射 、噪声 、振动

职业性中暑 、噪声

性耳聋 、尘肺 、中

毒 、振动病

防尘 /防毒口罩 、耐高温工作

服 、耳塞或耳罩 、防振手套

热处理 烟尘 、高温和热辐

射 、噪声 、一氧化

碳等

职业性中暑 、噪声

性耳聋 、尘肺 、

中毒

防尘 /防毒口罩 、耐高温工作

服 、耳塞或耳罩 、手套

剪切 噪声 、粉尘 噪声性耳聋 、尘肺 防尘口罩 、耳塞或耳罩 、手套

酸洗 酸碱及酸碱雾 眼 、皮肤损伤 ,牙

酸蚀症

防毒口罩 、防酸围裙及防酸服 、

防化鞋 、耐酸防化学手套

喷丸 粉尘 、噪声 噪声性耳聋 、尘肺 防尘口罩 、耳塞或耳罩 、手套

模修 粉尘 、噪声 噪声性耳聋 、尘肺 防尘口罩 、耳塞或耳罩 、手套

砂轮 砂轮磨尘 、噪声 噪声性耳聋 、尘肺 防尘口罩 、耳塞或耳罩 、手套 、

防护眼镜

探伤 X射线 放射病 射线防护服 、个人剂量仪 、防护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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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某聚氯乙烯树脂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识别 、 检测和评价 , 了解该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浓度 /强度以及分布 , 为配置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提供依

据。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 , 该企业氯乙烯 、 二氯甲烷 、 氨 、

氢氧化钠 、 氯化氢 、 PVC粉尘均符合现行的职业卫生限值;

部分岗位噪声强度超标 , 合格率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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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某聚氯乙烯 (PVC)树脂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种类和分布 , 以及这些因素的浓度 /强度 , 2007年 12月

对该企业进行了职业卫生学现场调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

别 、 分析与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1　职业卫生学调查

通过对该企业职业卫生的管理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及岗

位操作人员等的调查了解工艺流程 , 分析 、 识别职业病危害

因素 , 了解其产生环节以及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职业病危害

防护设施的配置及个体防护用品的选择和发放等信息。

1.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对已识别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用短时间采样方法获得

短时间接触浓度 , 并计算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按 《工作场所

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 2004)进行布

点采样 , 有毒物质测定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

(GBZ/T160— 2004)系列规范进行。氯乙烯和二氯甲烷采样

用 100 ml注射器 , 氨 、 盐酸用大型气泡吸收管采集 , 氢氧化

钠用微孔滤膜采集 , 粉尘用普通测尘滤膜采集。大气采样仪

和粉尘采样仪的型号分别为 QC-2型和 SFC-3BT型 , HS5633

数字声级计测定噪声。检测结果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

触限值》 (GBZ2.1— 2007和 GBZ2.2— 2007)进行分析评价。

2　结果

2.1　职业卫生学调查

该公司为台资企业 , 2005年 1月 10日开始投入试运行 ,

企业年产PVC树脂 30万t, 公司现有员工 87人 , 其中一线 49

人 , 连续运行的生产岗位为四班三运转 。该公司采用目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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