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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检验检测相结合方法 ,

评价某轻工机械厂异地扩建厂房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建设项目选址 、 总平面布置 、 建筑物卫生学要求 、 生产工

艺 、 设备布局 、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符合 《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 职业病危害因素

浓度 (强度)控制在国家现行标准之内。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控制措施基本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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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生产条件 , 扩大生产规模 , 提高市场竞争力 , 某

轻工机械厂实施异地扩建厂房建设项目。 该建设项目于 2002

年 5月破土动工 , 2006年 6月竣工并试运行 , 现已达到设计

规模。受企业委托我们对该建设项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内容

从企业的厂址选择 、 总平面布置 、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建筑设计卫生学要求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应急救援 、 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2　评价依据与方法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

法》 、 卫生部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 2002)、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 (GBZ1— 2002)等 ,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检验

检测相结合的方法 , 并结合相应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进行评

价。

现场检测在生产设备运转正常 、 满负荷生产条件下进行 ,

选择有代表性的采样点 , 连续采样测定 3 d, 每日上 、 下午各

1次。粉尘和毒物采样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监测的采

样规范》(GBZ159— 2004)执行。粉尘浓度 、 游离二氧化硅含

量测定按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测定方法 》 (GB5748—

85)进行 , 毒物测定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

(GBZ/T160— 2004)中相关部分进行。噪声测量按 《作业场

所噪声测量规范》 (WS/T69— 1996)进行。

2　结果

2.1　项目概况

该建设项目的建设性质属于异地扩建项目 , 建设地点在

我市某工业园区 , 其建设组成主要包括铸造车间 、 机加车间 、

喷漆车间 、 装配车间 、 锅炉房及公共辅助设施等 , 建设项目

占地 26 668 m2 , 主要建设成年产全套造纸制浆设备生产线 96

台 , 年产磨片 3 600副的生产能力 。

该厂为股份制民营企业 , 现有职工 60人 , 其中生产人员

31人 , 职工实行 8h白班工作制。

2.2　生产工艺

钢材毛坯原料※铸造※机械加工※装配※成品

2.3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 、 其他粉尘 、

苯 、 甲苯 、 二甲苯和噪声。 其中铸造车间在造型 、 喷砂 、 配

砂 、 混砂 、 炼铁和浇注过程中 , 工作场所存在矽尘和噪声;

炼铁和浇注夏季为高温作业;机械加工车间车床 、 镗床 、 磨

床 、 刨床运转时 , 工作场所存在其他粉尘和噪声;装配车间

钻床运转时产生噪声;喷漆车间工人喷刷漆时工作场所有挥

发的苯 、 甲苯 、 二甲苯。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铸造车间的造型 、 喷砂 、 混砂等岗位矽尘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为 23%。本次测试粉尘 72个样品 , 毒物 36个样品 , 所

测各点粉尘 、 毒物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和短时间接

触浓度 (STEL)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与改造前相比粉尘浓

度降低了 62.1%, 毒物浓度降低了 75.0%。异地改造前后粉

尘 、 毒物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异地改造前后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 、

毒物浓度测定结果 mg/m3

测定

地点

样品数

(个)

粉尘 、

毒物

接触

时间

(h/d)

　　STEL　　 　　TWA　　 　　接触限值　　

改造前 改造后 改造前 改造后 PC-STEL PC-TWA

铸造车间造型 12 矽尘 4 2.71 1.30 1.36 0.65 2 1

铸造车间喷砂 12 矽尘 4 4.31 1.70 2.16 0.85 2 1

铸造车间炼铁 12 矽尘 4 2.13 0.67 1.07 0.34 2 1

铸造车间配砂 12 矽尘 4 1.89 0.73 0.95 0.36 2 1

铸造车间浇注 12 矽尘 4 1.93 0.84 0.97 0.42 2 1

铸造车间混砂 12 矽尘 4 2.65 0.73 1.33 0.36 2 1

喷漆刷漆 12 苯 8 9.46 0.55 5.38 0.44 10 6

喷漆刷漆 12 甲苯 8 26.2 6.50 17.9 5.33 100 50

喷漆刷漆 12 二甲苯 8 38.7 9.00 21.4 5.38 100 50

噪声强度检测结果表明 , 各岗位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等效

·33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8年 10月第 21卷第 5期　　ChineseJIndMed　Oct2008, Vol. 21 No.5　　



连续 A声级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中规定的卫生

限值 , 结果见表 2。

表 2　噪声声级测量结果

车间　 工种 测量地点
接触时间

(h)

LAeq8h

(dB)

卫生限值

[ dB(A)]

机加 牛头刨 操作 8 83.5 85

机加 铣床 操作 8 74.5 85

机加 镗床 操作 8 73.2 85

机加 立车 操作 8 84.0 85

机加 卧车 操作 8 83.6 85

机加 磨床 操作 8 79.1 85

机加 钻床 操作 8 72.2 85

组装 钻床 操作 8 76.5 85

铸造 喷砂 操作 4 70.2 88

2.5　作业人员健康检查结果

该公司能按照职业病防治规定 ,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的劳动者 , 组织上岗前 、 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 结

果均未检出与职业相关性疾病。

2.6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2.6.1　防尘措施效果评价　该建设项目粉尘主要分布于喷

砂 、 混砂 、 造型 、 车床等工序。喷砂 、 混砂采取的主要防护

措施有设备密闭 , 避免直接接触 , 并结合生产工艺采取机械

通风除尘措施。对扬尘点设置吊钩式抛丸清洗机进行机械密

闭作业 , 并设置 PS-47、 PS-45除尘机 , 控制粉尘外逸。对放

散粉尘的车床生产过程 , 采用湿式作业;对可能产生粉尘的

工作场所与可能产生有毒物的工作场所分开布置 , 并且布置

在工作地点的自然通风的下风侧;机械通风装置的进风口位

置 , 设置在室外空气较洁净的地方。现场检测工作场所空气

中粉尘浓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说明粉尘防护措施合理 、 有

效。

2.6.2　防毒措施效果评价　该建设项目主要产毒岗位为打

磨 、 喷刷漆 , 喷漆车间安装了异步工业吸尘器;房顶还安装

抽风机 , 将喷刷漆漆雾由抽风机抽入循环水池过滤 , 将过滤

后的气体高空排放。由于采取机械通风装置将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在室外过滤排放 , 效果较好 , 并且通风管

道始终保持负压操作。 本次检测各种有毒物质浓度均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 , 说明该建设项目通风排毒设施可行 , 防毒效果

有效。

2.6.3　噪声控制效果评价　该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 , 各

岗位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等效连续 A声级均符合 《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中的规定 , 说明噪声控制措

施合理有效。

2.6.4　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　该公司按有关劳动

保护用品发放规定 , 定期发放劳保用品 , 包括防尘面罩 、 防

毒面罩 、 口罩 、 工作服等 , 工人使用情况良好。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该建设项目选址 、 总平面布置 、 建筑物卫生学要求 、 生

产工艺 、 设备布局 、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 采用的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 职业卫生组织

管理措施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 、

毒物浓度 (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 2002)中规定的

相应接触限值的要求 , 工作地点各岗位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等

效连续 A声级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3.2　建议

(1)制定劳动者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计划 , 普及职业

卫生知识 , 教育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

操作规程 , 会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 (2)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 应当

组织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 并将检查

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3)各类通风除尘排毒设施应定期维

护和管理 , 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工作环境清扫时应采

取水冲方式或使用吸尘器 , 防止二次扬尘;并加强噪声岗位

工人个体防护 , 可配备防噪耳塞或耳罩。 对高温作业岗位应

采取通风隔热措施。在炎热季节对高温作业工种的工人应供

应含盐清凉饮料 (含盐量为 0.1% ～ 0.2%), 饮料水温不宜高

于 15 ℃。 (4)对容易发生事故及危及生命的场所和设备 , 应

设置警示标识;对生产场所与作业地点的紧急通道和紧急出

口均应设置明显的标志和指示箭头。 (5)定期对其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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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0页)一方面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上

ICAM-1与 T淋巴细胞上的 LFA-1结合 , 提供 T淋巴细胞活化

所需要的共刺激信号。 活化的炎症细胞又分泌各种细胞因子

IL-1、 IL-6、 LTB4等 , 加重炎症反应 , 最终导致肺纤维化 [ 3] 。

另外 , 还有实验表明 , 降低大鼠肺组织中 ICAM-1的表达 , 可

减少肺内 Ⅰ 、 Ⅲ型胶原的表达 , 减轻肺泡炎和肺纤维化 [ 4] 。

结合以往研究结果 , 提示 sICAM-1在矽肺发生发展的意义值

得通过增大样本含量及增加各个期别的样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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