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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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8-02-13;修回日期:2008-03-31

作者简介:王爱红(1977—)女 ,硕士 ,主管医师 ,主要从事职业卫生

工作。

某聚氯乙烯树脂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
Analysisofmonitoringdataonoccupationalhazardsinapolyvinylchlorideresinplant

王爱红 , 冷朋波 , 毛国传 , 王群利 , 李继革 , 范建中
WANGAi-hong, LENGPeng-bo, MAOGuo-chuan, WANGQun-li, LIJi-ge, FANJian-zhong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浙江 宁波　3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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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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进的大釜淤浆悬浮间断聚合工艺合成 PVC, 单体氯乙烯

直接从台湾进口 , 利用码头及管线卸料到厂区的缓冲球罐 ,

生产 S-60 ～ S-100等 10种牌号的 PVC树脂。该工艺主要包括

重合 、 脱除 、 干燥和包装 , 重合和脱除工段过剩的氯乙烯通

过精馏回收 , 重新返回原料罐区。现场操作方式以自动化 、

密闭式作业为主 , 生产一线除重合区和辅料添加区部分触媒

和辅料需要手工添加外 , 其余岗位基本实现自动化 , 现场作

业以巡检为主。

本次检测当日实际产量为设计产量的 60%左右 , 样品均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采集 , 生产状况稳定 , 短时采样代表性

较好。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该企业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氯乙烯 、 二氯甲烷 、 氨 、

氢氧化钠 、 氯化氢 、 PVC粉尘和噪声 , 其危害因素的分布及

接触人数见表 1。

表 1　各生产装置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接触人数

装置 /

区域名称

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

接触

人数
岗位

接触时

间 (h)

PVC重合装置 氯乙烯 、 噪声 6 加料 、 卸料 4

PVC脱除装置 氯乙烯 、 噪声 、 氨 5 盘面操作 2

PVC干燥装置 氯乙烯 、 噪声 、 PVC粉尘 5 巡检 、 取样 4

PVC包装装置 噪声 、 PVC粉尘 4 包装 8

VCM回收精馏 氯乙烯 、 二氯甲烷 、 氨 、 噪声 5 区间巡检 2

废水处理 盐酸 、 氢氧化钠 、噪声 4 酸碱槽巡检 2

焚烧炉 盐酸 、 氯乙烯 、 噪声 4 区间巡检 1

VCM缓冲球罐 氯乙烯 、 噪声 4 区间巡检 1

原料储罐 氯乙烯 、 噪声 4 区间巡检 2

公用工程 (冷冻

机 、 空压机等)

噪声 、 氢氧化钠 (冷却水处

理)
4 区间巡检 0.5

2.3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该企业在职业病危害防护方面严格执行 “三同时” 原则 ,

从工艺设备的选择 、 总的平面布局 、 工程防护 、 个体防护和

应急救援等方面综合开展职业病危害的防护工作。 PVC干燥

区的集尘器和包装区的局部抽风设施在防尘上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空压机 、 制冷机 、 压缩机 、 鼓风机等噪声高的设备 、

机组基本单独放在室内 , 气流出口配备消音器 , 管道采用软

连接 , 控制室采用双层隔音玻璃窗和隔音门 , 降低了噪声的

危害。应急防护设备和个体防护用品比较齐全 , 每位一线操

作人员配备安全包随身携带 , 内有防护面具 、 可更换滤毒盒 、

防护眼镜 、 耳塞。公司安全器材室配备一定数量的自给式呼

吸器 、 安全面罩 、 化学防护服等 , 但是现场缺少应急救援的

设备。

2.4　工作场所化学性职业病危害因素和粉尘检测结果(表 2)

2.5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和评价 (表 3)

各装置 /区域按照岗位进行区域分隔 , 噪声检测结果显示

为连续稳态噪声 , 但是多数岗位工人的实际接触噪声的时间

<8 h, 计算 8h等效声级 (LEX, 8h), 即按额定 8h工作日规格

化的等效连续 A计权声压级 , 其余计算 8 h等效连续 A声级

(L
Aeq
)。PVC干燥装置和废水处理装置存在噪声超标现象 ,

总合格率为 83.3%。

表 2　工作场所主要化学性职业病危害因素和

粉尘检测结果和评价

职业病危害

因素名称

样品数

(个)

检测结果 (mg/m3)

CTWA CSTEL
＊ MAC

合格率

(%)

氯乙烯 38 <检出限 — — 100

二氯甲烷 9 <检出限 — — 100

氨 6 0.14 0.60 — 100

氢氧化钠 6 — — 0.08 100

氯化氢 6 — — 0.58 100

PVC粉尘 30 0.78 — — 100

　　＊:未规定 PC-STEL的毒物 , 其超标倍数均符合 GBZ2.1— 2007

的规定;氯乙烯和二氯甲烷的检出限分别为 1.0mg/m3和 11.0mg/m3。

表 3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和评价

装置 /区域 检测岗位 /场所
噪声范围

[ dB(A)]

LEX, 8h＊

/LAeq

[ dB(A)]

接触时

间(h)

合格率

(%)

PVC聚合装置 触媒加料 85.2 ～ 87.5 79.2

卸料取样 78.3 ～ 80.2 73.8
4 100

PVC脱除装置 真空泵区 86.0 ～ 87.2 80.7

脱除塔区 75.5 ～ 76.2 70.0
4 100

VCM回收装置压缩机车间 85.5 ～ 88.5 80.7

回收区 78.0 ～ 79.5 73.0

压缩机旁巡检 88.5 82.5

冷冻机旁巡检 82.0 76.0

2 100

PVC干燥装置 缓冲槽车间 82.0 ～ 83.1 79.5

振动筛车间 83.5 ～ 83.8 80.6 4

水洗槽旁巡检 89.0 80.0

4

旋风分离器旁巡检 78.0 69.0

鼓风机旁巡检 92.5 83.5

鲁式送风机旁巡检 95.5 86.5

蒸气管路旁巡检 101.0 92.0

空气过滤房巡检 85.9 76.9

1 75

PVC包装装置 南半区 (堆放区) 64.5 ～ 65.5 65.0

北半区 (包装区) 69.5 ～ 72.0 71.0

叉车驾驶位 79.5 79.5

8 100

废水处理装置 瀑气池鼓风机房 98.0～ 101.0 87.2

调节槽鼓风机房 100.5 ～ 102.0 89.4 0.5

鼓风机旁巡检 100.8 88.8

调节槽水泵旁巡检 73.5 67.5 2

控制室 60.5 ～ 61.5 59.0 5

40

公用工程装置 冷冻机车间 78.5 ～ 81.9 68.0

冷冻机控制盘面 80.2 68.2

空压机车间 92.5 ～ 95.5 81.7

空压机控制盘面 95.8 83.8

0.5 100

VCM原料储罐区 罐区巡检 64.0 ～ 65.5 58.9 2 100

中央控制室　　 盘控 61.0 ～ 63.2 61.9 8 100

　　＊计算方法参见 BGZ/T189.8— 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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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该公司生产工艺先进 , 设备管道密封性良好 , 卫生工程

防护到位 , 在目前的生产状态下主要化学性职业病危害因素

和粉尘均符合现行的职业接触限值。检测时 PVC树脂产量只

达到设计产量的 60%;目前所有的管线 、 设备比较新;检测

当日天气晴朗 、 气压较高 , 利于氯乙烯等有害因素扩散 , 这

些都可能是有害因素浓度 /强度未超标的原因。随着产量增

加 、 设备老化或者气象条件改变 , 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

度 /强度将有增加的可能 , 因此企业要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的改

变定期检测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变化。

氯乙烯是肯定的人类致癌物质 , 国外许多国家制定了比

我们国家更加严格的职业卫生标准。 尽管本次检测结果显示

目前各装置区氯乙烯的浓度小于 1.0mg/m3 , 但是仍不能排除

氯乙烯对作业工人健康的近期和远期影响。因为随着产量的

增加各装置区氯乙烯的浓度可能增加 , 再则氯乙烯属于易燃

易爆物质 , 厂区的原料罐和物料输送管道的防漏防爆措施一

旦出现问题 , 将导致严重的急性危害。因此企业必须从职业

卫生管理 、 工程防护设施 、 严格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以及工人

职业健康监护等方面综合着手 , 最大限度地控制氯乙烯对工

人的急慢性健康危害 , 并将此作为控制职业病危害的重中之

重。本次检测结果表明噪声的合格率为 83.3%, 尤其是废水

处理区合格率仅 40%。尽管这些超标点均为巡检岗位 , 但是

现场作业时仍需严格佩戴耳塞或耳罩 , 重视个体防护 , 尤其

是部分检测结果超标岗位。企业要保证已经安装的消音器设

备有效运行 , 严格监管现场工人 , 进入噪声作业场所必须佩

戴护耳用品 , 并做好工人的健康监护 , 定期检查听力。

　　收稿日期:2007-12-28;修回日期:200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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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汽车 4S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Pre-assessmentonoccupationalhazardsofaconstructionprojectincertainautomobile4Sshop

朱婷 , 张金龙
ZHUTing, ZHANGJin-long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江苏 无锡 , 214023)

　　摘要:采用类比调查法与定量分级相结合对某汽车 4S店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进行预评价。本项目可能存

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苯及其化合物 、 丙酮 、 乙酸丁酯 、 甲

醇 、 丁醇 、 氮氧化合物 、 一氧化碳 、 锰烟尘 、 电焊烟尘 、 噪

声 、 高温 、 紫外线等。该项目属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

职业病危害预防措施合理有效 , 项目投产后可望达到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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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 , 目前汽车行业发展迅速 , 汽车维修企

业也相应增加 , 汽车维修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不容忽

视 , 但是在大部分地区汽车 4S店尚属职业卫生管理空白 , 因

此应加强对这部分企业的职业病危害的监督和管理。受企业

委托 , 对某汽车品牌拟建 4S店建设项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范围及内容

该建设项目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危害程度及分布 , 总平面布置 、 工艺布局 、 车间建筑设计卫

生学要求 , 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的预期效果 , 个人防护措施 ,

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 ,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等。

1.2　方法

根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卫监发 [ 2002]

第 63号文件), 采用类比与定量分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工艺流程

该项目建成后主要从事汽车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 包括汽

车维修 、 保养等 , 主要工艺流程:进店维修车辆※进厂待检

※定损估价※签订维修合同※进车间维修 、 整形 、 打磨※进

烤漆房补底漆※补铌子※出烤漆房水打磨※进烤漆房喷漆※

烤漆房烘烤※出烤漆房※打蜡抛光※检查出车间※交付用户

检查※结账出厂。

2.2　危害因素识别

根据对生产工艺的分析及类比调查 , 该建设项目各生产

工艺流程及在维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

2.3　职业病危害预测与评价

2.3.1　粉尘　本项目粉尘主要为电焊烟尘和铝合金及其他金

属粉尘 , 依据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GB5817—

86), 采用查表法进行定级评价。结果表明 , 各岗位粉尘检测

点的浓度均在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范围内 , 粉尘作业危害程度

分级为 0级。

2.3.2　物理因素　本项目拟选设备及防护措施与类比工程资

料相似 , 依据 《噪声作业分级》 (LD80— 95), 本项目噪声作

业分级为:零件加工和打磨岗位为 Ⅰ级 , 其他岗位为 0级 ,

检测结果见表 2。

喷漆烤漆房采用燃气燃烧加热热风对流形式 , 由室体 、

加热换热系统 、 热风循环系统等组成 , 室内温度可自动控制

在 80℃左右 , 在作业人员室外控制仪表操作处进行检测 ,

WBGT指数平均值为 28.4℃, 累计接触高温的时间 <2h,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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