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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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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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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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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在高温季节时本项目高温作业分级在Ⅰ级以下。

表 1　某汽车 4S店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工序 工作场所

高温 烤漆 烤漆房

噪声 钣金 、 砂轮机打磨 、

空压机 、 通风机

钣金车间 、 打磨室

其他粉尘 砂轮机打磨 、 手工打磨 打磨室

电焊烟尘 电焊 钣金车间

紫外线 电焊 钣金车间

一氧化碳 电焊 钣金车间

氮氧化合物 电焊 钣金车间

锰烟尘 电焊 钣金车间

苯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甲苯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二甲苯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丙酮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乙酸丁酯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丁醇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甲醇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环氧树脂 喷漆 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

汽油 机电维修 、 汽车保养 维修 、 保养工位

表 2　噪声作业点连续等效 (A)声级

作业岗位
检测结果

[ dB(A)]

日接触时

间 (h)

国家卫生标准

[ dB(A)]

是否

超标

危害

指数

危害

级别

砂轮机打磨 92.4 2 91 是 0.23 Ⅰ

零件加工 91.7 2 91 是 0.12 Ⅰ

抛光 81.1 4 88 否 <0 0

整形 87.8 2 91 否 <0 0

喷漆 84.2 4 88 否 <0 0

空压机 72.9 1 94 否 <0 0

2.3.3　化学毒物　该项目可能产生的化学毒物苯及其化合

物 、 丙酮 、 丁醇 、 锰烟尘等 , 在采取有效的职业病防治措施

后 , 正常生产情况下工作场所有毒有害岗位的毒物浓度均未

超标 , 检测结果见表 3。

2.4　拟采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预期效果评价

2.4.1　选址 、 总体布局及生产工艺　本项目选址依据我国现

行的有关法规和标准 , 考虑了水文 、 地质 、 气象 、 卫生防护

距离等因素 , 选址与该厂所在区域的功能定位基本相符。总

体布局功能分区明确 , 生产区 、 办公生活区分开 , 厂前区为

办公区 , 生产区布置生产车间和辅助用房。在生产区除休息

室 、 洗手间等外无非生产用房。 将有毒作业车间布置在北面

靠墙 、 休息室等非生产用房布置在南面。对于污染较重的调

漆 、 喷漆 、 烘烤工段设置独立的调漆间 、 整车喷漆烤漆房 ,

另设置单独的钣金工位和打磨室等 , 这样避免了有害因素的

交叉污染 , 工艺和设备布局较合理 , 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表 3　车间空气中毒物检测结果 mg/m3

检测项目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TWA STEL

职业接触限值

TWA STEL

锰

苯

电焊 检出限 0.08 0.15 0.45

喷漆烤漆房 检出限 检出限 6 10

喷漆烤漆房外

仪表控制处
检出限 检出限 6 10

调漆间 检出限 检出限 6 10

甲苯 喷漆烤漆房 17.6 20.5 50 100

喷漆烤漆房外

仪表控制处
检出限 检出限 50 100

调漆间 检出限 检出限 50 100

二甲苯 喷漆烤漆房 5.3 6.0 50 100

喷漆烤漆房外

仪表控制处
检出限 检出限 50 100

调漆间 检出限 检出限 50 100

丙酮 喷漆烤漆房 检出限 1.1 300 450

喷漆烤漆房外

仪表控制处
检出限 检出限 300 450

调漆间 检出限 检出限 300 450

丁醇 喷漆烤漆房 检出限 检出限 25 50

乙酸丁酯 喷漆烤漆房 39.8 42.3 200 300

2.4.2　职业病防护措施评价　在调漆间 、 喷漆烤漆房安装通

风排毒装置;打磨室安装通风除尘系统;钣金车间采取集中

管理 , 在焊接区拟设焊烟净化器 , 安装吸声设施。对电焊工

及油漆工拟配备工作服 、 防毒面罩 、 防尘口罩 、 手套 、 眼镜

等。经综合防护后 ,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可有效控制 ,

另拟对从事有毒有害工种的人员进行定期的职业病健康体检 ,

从而达到预防职业病 、 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

2.4.3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评价　本项目未设置专门的职业卫

生管理部门 , 拟指定生产维修部兼管职业卫生工作 , 负责安

全 、 职业病防治管理 , 制定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 规定

各项安全操作规程。

2.4.4　辅助卫生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评价　在本项目的可研

报告中 , 卫生辅助用室的设置拟按国家标准要求设计 ,包括在

生产车间设置休息室 、更衣室 、厕所等。对喷漆烤漆作业岗位

应制定有机溶剂中毒的应急预案 ,在初步设计过程中应该规范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 使之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　小结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的要求 , 本

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苯和锰等为高毒物质 , 但产生量

较少 , 接触人员少 , 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的可能性很小 , 可评定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该项

目的应急救援设施 、 卫生辅助用室 、 个人防护用品等设计符

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及有关要求。通过类比调查和多方

面综合分析 , 本项目只要在初步设计和施工阶段 , 严格按照

可研报告中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标准设

计和施工 , 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可以得到控制 , 该项目从职

业卫生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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