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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泵业制造公司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和现场检

测 , 电焊烟尘 、 锰化合物 、 苯及噪声是其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 , 对此提出关键控制点及相应的防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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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某泵业制造公司职业病危害的现状 , 探讨其防护

对策 , 我们对该公司生产作业场所进行了现场调查和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及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职业卫生学调查

采用统一调查表格 、 调查方法 , 通过 “听 、 看 、 问 、 查”

了解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 、 辅材料 ,

职业病危害因素时空分布 , 劳动者接触情况 , 防护设施设置

情况 , 个人防护用品及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等。

1.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1.2.1　检测方法　现场采样执行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

检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 2004);实验室检测以 《工作场

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 (GBZ/T160— 2004)为依据;所有

采样仪器均经过计量检定;噪声 、 高温 、 工频电场 、 紫外辐

射等测定按照相关标准进行。

1.2.2　检测时间及气象条件　于 2007年 7月 25 ～ 27日在正

常生产状况下进行 , 检测时产量为 2BEC/2BRA型水环泵 16

台 /d、 ZJA/ZJLA渣浆泵 15台 /d;采样时气温 27.2 ～ 29.5℃,

气压 98.4 ～ 98.5 kPa, 相对湿度 72% ～ 74%, 风速 0.2 ～ 0.5

m/s。选择有代表性的采样对象和采样点 , 连续检测 3 d。

1.3　职业健康检查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进行健康查

体。主要包括询问病史 、 既往史 , 一般检查 , 血 、 尿常规检

查 , 心电图 , 肝功能 , 肺功能 , 高仟伏胸片 , 纯音听力测试

等。并依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会诊 、讨论 、诊断。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该公司由始建于 1956年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 生产能力

为渣浆泵 6 000台 /年 , 水环式真空泵 1 000台 /年。劳动定员

380人 , 生产人员 310人 , 全年工作日 251 d, 大多数岗位二

班制 , 每班工作 8 h。

2.2　生产工艺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铸件毛坯 (原料钢)※下料※压型※铆焊※热处理※机

加工成型※总装※试泵※修磨※清洗※涂腻子※打磨※喷底

漆※喷面漆※成品。

生产用原料主要有铸件毛坯 、 板材和型材 , 铺料主要有

电焊条 、 埋弧焊焊剂 、焊丝 、CO2保护气体 、醇酸油漆和稀料。

粉尘分布于车床 、 磨床等机加工岗位 , 砂轮磨光和焊接

作业;焊接工同时接触锰及其化合物 、 一氧化碳 、 臭氧 、 氮

氧化物 、 紫外辐射 、 噪声等危害;喷涂工接触苯 、 甲苯 、 二

甲苯 、 乙酸乙酯 、 汽油;噪声来源于机加工 、 装配 、 打磨 、

喷涂及空压机;热处理电阻炉产生高温。

2.3　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工艺布局较合理 , 高温作业布置于车间下风向外墙侧窗

附近 , 设备采取保温隔热措施;电焊及喷涂作业厂房外墙安

装 FT35-11型轴流风机 , 加强室内通风换气;砂轮磨光设有通

风除尘管道;对噪声的防护主要是选用低噪声 、 液压设备 ,

安装消声器 , 设置隔声操作室。 为工人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

用品。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 上岗前和在岗期间

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 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 , 设置警示标

识 , 定期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 每年组织职

工进行一次健康查体。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见表 1 ～ 3)

表 1　有害化学物质 TWA检测结果 mg/m3

职业病危

害因素
检测点 样品数 浓度范围 限值

超　标

样品数

其他粉尘 14 30 0.8 ～ 5.2 8 0

砂轮磨尘 3 7 0.2 ～ 2.6 8 0

电焊烟尘 8 23 0.3 ～ 2.7 4 0

二氧化锰 8 23 <0.001＊ ～ 0.114 0.15 0

一氧化碳 8 12 1.4 ～ 21.6 20 1

苯 6 12 <0.4＊ ～ 28.6 6 4

甲苯 6 12 3.4 ～ 32.9 50 0

二甲苯 6 12 <1.1＊ ～ 17.2 50 0

乙酸乙酯 6 12 <0.4＊ ～ 2.4 200 0

汽油 7 7 <1.0＊ 300 0

　　注:＊数值为检出限 , <表示未检出 , 下表同。

2.5　健康检查结果

2007年共对 110名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包括焊

接 、 高温 、 磨床和车床 4个工种 , 仅检出高频听力损伤 7人

(车工 3人 、 焊接工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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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害化学物质 STEL检测结果 mg/m3

职业病危

害因素
检测点 样品数 浓度范围 限值

超　标

样品数

其他粉尘 14 28 0.8 ～ 5.2 10 0

砂轮磨尘 5 7 0.7 ～ 7.1 10 0

电焊烟尘 9 28 0.5 ～ 14.6 6 4

二氧化锰 11 23 <0.007 ～ 0.853 0.45 2

一氧化碳 8 74 2.9 ～ 46.3 30 3

苯 9 12 <0.7 ～ 51.9 10 4

甲苯 9 12 <1.7 ～ 51.9 100 0

二甲苯 9 12 <4.0 ～ 8.4 100 0

乙酸乙酯 9 12 <1.7 ～ 10.1 300 0

汽油 7 7 <1.0 450 0

表 3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

害因素

检测

岗位

检测

数目

强度

范围
限值

超标

点数

噪声 〔dB(A)〕 52 88 71.8～ 94.3 85 14

高温 (℃) 4 162 28 ～ 36.4 33～ 34 2

工频电场(kV/m) 2 4 0.005～ 0.955 5 0

紫外辐射(μW/cm2) 3 123 0.060～ 0.193 0.24 0

照度 (Lx) 41 41 　 98～ 1980 200～ 300 13

3　讨论及分析

3.1　粉尘

粉尘个体采样 28名工人 , 60个样品 , TWA浓度均符合

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短时间采样 28个岗位 , 63个样品 , 超

标样品 4个 , 均为电焊烟尘 , 最高超过 PC-STEL1.4倍 , 分别

为铆焊车间手工电焊变速箱底盘 、 电焊分离器和电焊叶轮体。

超过限值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局部通风除尘措施 , 3个工作地点

邻近 , 密集作业 , 环境相互影响所致。

3.2　有毒物质

对 7种毒物进行检测 , 其中甲苯 、 二甲苯 、 乙酸乙酯和

汽油的浓度均符合限值要求。锰及其化合物短时间超标样品 2

个 , 超标点为铆焊车间手工电焊变速箱底盘和电焊叶轮体 ,

分别超过 PC-STEL0.2倍和 0.9倍。苯的 TWA、 STEL分别采

集 12个样品 , 超标 4个 , 最高超过 PC-TWA3.8倍 , 超过 PC-

STEL4.2倍 , 超标点为喷涂车间喷涂岗位及配漆房 , 主要原

因是该喷漆工序没有机械通风排毒净化措施以及配漆房无通

风设施而致通风不良 。有报道 CO2保护焊在焊接时产生的 CO

浓度较高 [ 1, 2] , 本次对各种焊接方法 CO浓度进行检测 , 3个

超标点均为 CO
2
保护焊岗位 , 其他焊接方法的 CO浓度均符合

限值要求。

3.3　物理因素

3.3.1　噪声　14个超标点主要来源于机加工车间 5112立车

等机床 , 超过限值的原因可能是所车工件为铸钢件 , 硬度较

大;机加工车间布局为四跨结构 , 多台设备运行 , 噪声强度

叠加。

3.3.2　高温　工人的劳动时间率 <25%, 体力劳动强度Ⅰ ～

Ⅱ级 , 当地室外通风设计温度为 31℃, 2个岗位超标 , WBGT

指数分别为 35℃、 36.4℃。工人穿戴隔热服及面具 , 接触时

间短暂 , 设有工间休息室 , 且温度适宜 , 危害性较小。

3.3.3　照度　13个超标点主要分布在机加工车间部分机床的

用眼部位。

3.3.4　其他　罩内紫外辐射和工频电场均符合限值要求。

3.4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岗位

检测结果显示:该公司铆焊车间工作场所电焊烟尘 、 锰

及其化合物 、 一氧化碳和噪声 , 喷涂车间的苯 , 机加工车间

噪声 , 其浓度或强度均有不同程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的现象;

且这些岗位作业时间长 、 工作量较大 、 接触人员较多 , 查体

结果显示 , 检出 7人高频听力损伤。 因此保护上述岗位工人

的健康是该公司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4　建议

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 建立健全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 , 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岗位重点监控;定期组织作业人

员健康检查 , 将高频听力损伤的人员 , 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

点的作业人员视为重点健康监护人群;加强职业卫生知识宣

传培训 , 完善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制度;进一步完善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 , 铆焊车间设置移动式电焊烟尘除尘器或安装

局部通风防尘设施;喷涂车间首选无苯油漆及稀料 , 喷涂岗

位应建设水旋式喷漆室或安装通风排毒设施 , 配漆房设置防

爆轴流风扇 [ 3] , 以有效地控制苯对工人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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