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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评价和检测相结合方法 , 对

某硫化锌制硫酸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并

提出整改意见。

关键词:硫化锌;硫酸;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R1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8)05-0336-02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发生 , 保护

劳动者健康和相关权益 , 受某企业的委托 , 我们对某硫化锌

制硫酸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依据与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分类管理办法》 、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等

国家现行相关法律 、 法规和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

范》 、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小型工业企业建厂劳动卫生

基本技术条件》 等相关标准 、 规范。

1.2　评价方法和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特点 , 采用现场卫生学调查定性和定量评价方法 , 对选址 、

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要求 、 职业病

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 职业病危害防

护设施 、 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 、 应急救援 、 个人使用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等进行评价。

1.3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检测

一氧化碳测定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测定》

(DCZZJ— 68);二氧化硫 、 三氧化硫 、 硫酸测定依据 《工作

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测定》 (GBZ/T160.33.3.4— 2004、 GBZ/

T160.33.6— 2004);粉尘采用滤膜重量法 (GB5748— 1985);

噪声测量采用 AWA6270型噪声频谱分析仪依据 《作业场所噪

声测量规范》 (WS/T 69— 1996);照度测量采用照度计

(GES-1334) 《室内照明测量方法 》;高温测量采用 WBGT湿

球黑球温度指数仪法;综合温度采用 《高温作业环境气象条

件测定方法》 (GB934— 89)进行。

2　结果

2.1　项目概况

该新建项目总投资 2 800万元 , 选用硫化锌为主要原料 ,

年产硫酸 (98%) 6万 t, 基本达到设计规模。劳动定员 150

人 , 其中生产工人定编 80人 , 现有职工 110人 , 采用三班 8 h

工作制 , 工作方式以巡检为主。 生产设备试运行正常 , 已基

本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2.2　生产工艺流程

2.3　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及其测定结果

2.3.1　危害因素种类　该厂以硫化锌为原料 , 输送到沸腾炉

焙烧后净化 、 冷却 、 干吸制成成品酸。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

生一氧化碳 、 二氧化硫 、 三氧化硫 、 硫酸 、 其他尘 、 生产性

噪声 、 不良的照明条件 、 高温气象条件等职业危害因素。

2.3.2　危害因素测定及控制效果评价　该厂车间主厂房全部

采用开放式钢筋砼框架 、 排架半开放式结构 , 仓库 、 控制室

和配电房采用单层混凝土框架结构 , 主要以自然通风的方式 ,

辅有局部电风扇的组织通风 , 有效降低工作场所有害物质的

浓度;生产过程均采用负压管道密闭输送和操作 , 自动化程

度高;硫酸的包装 、 卸料和储存系统选用钢制等真空设置 ,

生产过程采用自动化仪表集中控制 , 防止有毒物质的挥发;

硫酸成品存放于远离主要车间和办公区 , 周围设置有围墙隔

离的场所 , 采用 “双人双管” 的管理模式 , 同时在存放房顶

装有淋浴喷管 , 地下铺设碱化池和冲水管道等;焙烧炉 、 沸

腾炉等热源和输热管道 , 设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措施 , 操作室

采用自然通风和较大功率的电扇 , 用以防暑降温;在配料 、

焙烧炉控制室 、 沸腾炉等主要扬尘点设置抽风收尘装置 , 减

少粉尘危害;鼓风机 、 转化器 、 电除尘 、 回收等产生主要噪

声的设备基本安装在厂房底层或二层厂房底部;工作场所采

光照明以自然采光为主 , 人工照明为辅 , 工作场所的照度 230

～ 12003Lx, 均符合照明采光设计标准。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1 (毒 、 尘)、 表 2 (噪声)。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总平面布置　该厂址东南 、 南 、 西北均为山体 , 周围

3 km范围内无村庄。 所在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 常年主导

风向为东风 , 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风。 生产区 、 厂前区 、生活

区功能分区明确 , 生产区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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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 、 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测定地点 危害因素
　　　TWA　　　 　　　　STEL　　　　　

国家标准 检测结果 国家标准 检测结果

焙烧炉控制室 一氧化碳 20 2.00 30 6.38

　沸腾炉 一氧化碳 20 2.53 30 6.88

　电除尘 一氧化碳 20 2.23 30 5.75

焙烧炉控制室 二氧化硫 5 2.35 10 3.1

　沸腾炉 二氧化硫 5 4.00 10 4.2

　电除尘 二氧化硫 5 4.38 10 4.9

焙烧炉控制室 三氧化硫 1 0.68 2 0.83

　沸腾炉 三氧化硫 1 0.72 2 1.04

　电除尘 三氧化硫 1 <0.66 2 <0.66

　回收 硫硫 1 1.98＊ 2 4.57＊

酸洗净化控制室 硫酸 1 0.87 2 1.45

　配电房 硫酸 1 1.00 2 2.32＊

　硫酸储罐 硫酸 1 0.89 2 1.73

　配料 其他粉尘 8 1.55

　沸腾炉 其他粉尘 8 3.84

　电除尘 其他粉尘 8 1.07

　矿渣包装 其他粉尘 8 14.67＊

　　＊:超标 , 表 2同。

表 2　工作场所生产性噪声测定结果

测定地点　　　 国家标准 检测结果 LAep 评定

配料 97 85 合格

焙烧炉控制室 70 86＊ 不合格

　电除尘 97 87 合格

　回收 94 92 合格

酸洗净化控制室 70 82＊ 不合格

　配电房 85 89＊ 不合格

　矿渣包装 88 87 合格

　硫酸储罐 94 80 合格

风侧 , 并按锅炉供热 、 原辅材料贮场 、 储罐区 、 生产区 、 辅

助生产区等功能区分开设置厂房 , 各功能区之间有绿化带

(绿地率 26.7%)和安全环形通道隔离;原辅材料贮场 、 储罐

区周围还设置挡土墙和围墙。主要设备均为密闭钢制管道 ,

生产过程采用自动化仪表集中控制 , 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 的要求。

3.1.2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结果显示硫化锌制硫酸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 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3.2　建议

3.2.1　 (1)硫酸是该建设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 检测

点中回收和配电房作业点空气中硫酸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 应

进一步加强管道密闭 , 避免直接操作 , 严防硫酸气体泄漏 ,

完善干吸工段冲洗地面 、 墙壁的设施和配电房工作场所通风

排毒措施。 (2)矿渣包装粉尘作业点超过国家标准 , 建议将

开放式尘源操作改为密闭式操作 , 采用湿式作业 , 生产工人

需佩戴防尘口罩。 (3)焙烧炉控制室和酸洗净化操作室噪声

未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 建议增设双层铝合金门窗 、 门缝橡皮

加密等措施 , 工人在巡视时必须使用防护耳罩等其他防噪措

施。对产生噪声主要来源的鼓风机 、 转化器 、 电除尘等设备 ,

尽量采用隔离 、 单独密闭设备。 (4)在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

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 , 建议工作岗位设置相应的区域警示

线 、 警示标识 、 报警仪和应急救治措施等。

3.2.2　加强应急救援工作　该厂位于市郊区 , 而承担全市应

急救援工作的职业病防治中心在市中心 。为了加强应急救援

工作 , 建议厂方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 认真做好现场应急演练

和物质保障工作 , 作业场所建立应急处置室 , 配备洗眼器 、

洗消设备等供应急救援时使用。

3.2.3　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对该厂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生产工人认真做好上岗前 、 在岗中 、 离岗时健康监护和职

业健康教育 , 同时建立职工健康监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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