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厂区分 3个功能区 , 厂区北面为污水处理系统和电石

渣干渣场地;中间为乙炔生产车间;厂区南部 (最小频率风

向的下风侧)为办公区和辅助车间 , 与生产区之间设二道门

和消防水池 、 冷却循环水池隔断 , 厂区南部西面为科研大楼

(兼办公), 东面为食堂 、 机修 、 钢瓶检验 、 车队场地。该项

目总平面分区合理 、 明确 , 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 的要求。本工程的生产厂房 , 严格按照防火防爆要求进

行设置 , 与四周建筑物及道路的间距符合规范要求。

2.4.2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生产工艺由敞开式发生器改为

密闭式发生器。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基本合理。

2.4.3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本项目生产过程和设备基本实

现机械化和自动化 , 整个管道系统密闭 , 针对有毒有害气体 、

噪声和粉尘等职业病危害 , 结合生产工艺采取自然通风和机

械通风措施。

2.4.4　应急救援措施与个人防护措施　按照 GBZ1— 2002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要求 , 制定有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在乙炔发生间 、 压缩间 、 充装间设置乙炔泄漏自动报警

装置 、 氮气置换处理装置 、 应急处理水池 (2个 , 300 m3)、

消防大喷淋 、 灭火器等设备。并配置现场急救用品 、 应急撤

离通道和必要的泻险区。

企业按照国家标准根据不同工作岗位配备各种个人防护用

品。经常性的维护 、检修个人防护用品 ,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2.4.5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该企业成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或组织 , 配备了专职或者兼职职业卫生专业人员 , 负责本单

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对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 职工的定期健

康体检 、 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制度 、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

设置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3　结论

本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 、 生产性粉尘 、 硫化

氢 、 磷化氢 、 砷化氢和丙酮 , 其中硫化氢和磷化氢均属卫生

部高毒物品目录 (2003年版)中的高毒化合物 , 但类比检测

资料提示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

度 (强度)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出现的职业病危害

也能控制在较低限度。参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

办法》 (2006年 7月 27日卫生部令第 49号发布)要求综合判

定 , 本建设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该项目的选址与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 、 设备布局 、 职业

病危害防护措施 、 应急救援措施 、 个人防护措施 、 职业卫生

管理措施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是可以预防的 , 从职业卫生角度分析该项目是可行的。

4　建议

4.1　在乙炔发生间 、 压缩间 、 加丙酮间 、 充装间 、 实瓶库等

场所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传感器 , 同时设置事故排风系统 , 并

与报警装置连锁 , 同时设有手动开关。事故排风装置的开关 ,

应设在便于操作的地点。

4.2　库房温度 、 湿度应严格控制 、 经常检查 , 发现变化及时

调整 , 并配备相应灭火器。对于化学品的储存 、 运输应按照

易燃品储存要求实施 , 存放地要求干燥阴凉通风 , 室内温度

不超过 30℃, 远离火种热源 , 不被阳光直射 。

4.3　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应当

将本项目装置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生产性粉尘 、毒物 、噪声

等纳入日常性检测计划 , 并在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 公布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和事故防范救援措施 , 同时将结果

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 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4.4　按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的要求 , 在生产

区设置警示标识和职业病危害告知卡。告知卡中包括毒物的

理化性质 、 主要健康危害 、 防护措施 、 应急救援措施 、 职业

接触限值等内容。

4.5　开展职工职业卫生安全教育。根据教育计划 , 制定具体

可操作的教育方案和大纲 , 应定期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工人进行上岗前和在岗中的职业卫生培训安全教育 , 告知劳

动者生产过程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掌握现场自救 、 互救

方法 , 增加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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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冷库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Pre-assessmentonoccupationalhazardsinconstructionprojectofacold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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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采用检查表法 、 类比法 、 经验法相结合的原则对

某冷库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的对策

和管理措施进行预评价。 该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

危害有噪声 、 毒物 、 低温等 , 属于一般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

目 , 从职业卫生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关键词:冷库;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9)03-0224-03

为适应生产和市场的需求 , 某冷冻加工企业拟投资在原

厂区内扩建一座 5 000 t装配式冷库。为了预防 、 控制和消除

冷库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防治职业病 , 保

护劳动者健康 , 我们受建设单位委托 , 按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评价规范》 对其进行了职业病危害评价。

·22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 6月第 22卷第 3期　　ChineseJIndMed　June2009, Vol. 22 No.3　　



1　材料和方法

1.1　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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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 、 法规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GBZ2.1— 200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87— 1985)、 《低温作业分级》 (GB/T14440— 93)、 《冷

库设计规范》 (GB50072— 2001)等主要规范 、 标准 , 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

1.2　评价范围

该拟建设项目及配套设施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生产工艺

流程 、 物料介质 、 主要设备 、 作业场所和工作条件等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

1.3　评价内容

主要对建设项目选址和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

对作业场所 、 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 对拟采取

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进行分析及评价 , 包括对总平面布置 、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职业病防护设备 、 应急救援设施 、 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卫生设施 、 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

进行分析和评价。

1.4　评价方法及程序

选择与本建设项目类似的冷库进行类比调查 , 采用检查

表法 、 类比法 、 经验法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评价。评价程序按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规定的程序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生产工艺

低温制冷剂在蒸发器中蒸发时就能从其周围的介质中吸

收热量 , 并使用冷场合得到了相应的冷量和需要保持的低温 ,

以达到冷库制冷目的。蒸发器的制冷剂完成制冷过程后又成

为气态 , 然后再由压缩机吸入 、 压出 , 在冷凝器中再次冷凝 ,

循环使用。

制冷剂是制冷系统中完成制冷循环的工作介质 , 其在蒸

发器内气化吸收被冷却物的热量而制冷 , 又在高温下把热量

放给周围介质 , 重新成为液态制冷剂 , 不断进行制冷循环。

项目制冷剂为氨 , 采用液氨直接蒸发冷却的制冷方式。

2.2　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根据该建设项目的生产工艺 、 设备布局和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分布情况 , 将该建设项目分为二个单元进行识别和评价:

(1)压缩机制冷系统;(2)冷库制冷系统。生产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 、化学毒物 、低温等。其中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和氨。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噪声主要是空气动力性噪声 、机械性噪声 , 其主要噪声源为氨

桶泵机组 、冷风机 、压缩机 、冷凝器等。本项目使用液氨作为制

冷剂 ,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接触的化学毒物主要为氨。

按照该项目工艺要求冷库中环境温度应达到 -20 ℃ ～

-18 ℃。工人需要经常进入冷藏库中搬运物品 , 若在此环境

中停留时间过长或者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可能发生冻伤。

2.3　类比调查结果

选择同城市某冷库仓储有限公司为类比企业 , 其规模 、

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 、 防护设施及管理与本拟建项目相似 ,

将其作为本项目的类比具有可比性。可比性结果见表 1。类比

企业部分有代表性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3。

表 1　类比企业与拟建项目的可比性

规模 生产工艺 冷媒 防护设施 工作时间

类比企业 4 000t
螺杆式压

缩机制冷
液氨

管道密封 、自动报警 、紧急

泄氨 、噪声衰减隔离

　3班 /d,

　8h/d

拟建项目 5 000t
螺杆式压

缩机制冷
液氨

管道密封 、自动报警 、紧急

泄氨 、噪声衰减隔离

　3班 /d,

　8h/d

表 2　类比企业部分工作场所空气中氨检测结果

检测地点
测定结果(mg/m3) 职业接触限值(mg/m3)

STEL TWA STEL TWA

冷

冻

机

房

氨桶泵机组 0.8

贮氨罐旁 6.0

压缩机旁 4.5 4.26 30 20

集油器旁 3.7

控制室 5.8

冷库中央 11.6 2.9 30 20

表 3　类比企业氨压缩机房作业环境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地点
噪声强度 dB(A)

范围 Leq

接触时间

(h/d)

噪声作业

分级

1#压缩机组区域 87.2 ～ 89.2 87.6 2 0(安全作业)

2#压缩机组区域 87.0 ～ 89.2 87.6 2 0

2#压缩机组区域
(2#单机运转)

86.0 ～ 89.8 86.9 4 0

机房氨桶泵机组 79.0 ～ 83.7 80.4 2 0

巡检通道中央 83.6 ～ 89.4 85.3 4 0

机房控制室中央 76.3 ～ 89.1 82.2 6 —

由表 2、表 3可见 , 工作场所空气中氨的浓度未超出《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 2007);由于机房控制

室密闭性较差 , 导致控制室内噪声强度大于 75 dB(A);除此以

外的设备区域 , 虽然噪声强度大于 85 dB(A), 但根据实际暴露

时间评判 , 机房内作业人员暴露噪声强度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GBZ1— 2002的要求。根据低温类比现场调查 , 一般

情况下工人因工作在低温冷藏室平均停留时间累计为 2 h/d,

综合环境温度 、低温作业时间率和空气相对湿度 , 按照我国现

行低温作业分级标准(GB/T14440— 93), 低温冷藏库作业可定

为Ⅲ级。

2.4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02)对选址和总

体布局的要求 , 通过检查表法 、经验法 ,对选址 、总体布局 、生产

布局及设备布局 、建筑卫生学 、防护措施和用品 、辅助用室 、职

业卫生管理措施和应急措施等进行评价 ,结果见表 4。

(下转第 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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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发育率。应用回归模型估计引起幼虫存活率以及摇蚊成

虫数或发育率降低 X%的受试物浓度 , 或采用统计假设检验

确定 NOEC/LOEC。

6　化学物对土壤微生物氮转化活性影响试验 [ 9]

本试验方法研究化学物对土壤微生物氮转化过程的不良

影响和估计化学物对土壤微生物菌落碳转化能力的影响 , 获

得化学物对土壤菌群的潜在有害效应的数据 , 从而对化学物

进行较全面的毒性特征评估。对于农药和非农药化学物采取

不同的试验方案。在施用农药的前一天以及施用农药的第 7、

14和 28天 , 用适当的溶剂萃取施用农药的土壤和对照土壤 ,

比较两组土壤的硝酸盐生成速率。试验需至少进行 28 d。如

第 28天 , 施用农药土壤的硝酸盐生成速率相对于对照组差异

大于或等于 25%, 试验需延长至最多 100 d。如是非农药化学

物 , 添加一系列不同浓度的化学物于土壤中 , 28 d后检测土

壤的硝酸盐生成量。

鉴于我国毒理检测数据应达到可与 OECD相互接受和认

可试验室测试数据的等级要求 , 能被欧盟国家主管当局认可

接受 , 我国应严格按照国际化学品健康危险检测要求 , 采取

切实步骤 , 加强化学试验物检测能力建设 , 建立相应的毒理

学检测方法标准 , 以便尽早满足国内危险化学物安全管理及

毒理试验室检测化学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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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检查表

评价项目与内容 评价项数
评价结论

符合 基本符合 有待进一步完善

选址 5 5 0 0

总体布局 6 5 1 0

生产布局及设备布局 4 2 1 1

建筑卫生学 5 3 1 1

防护设施和用品 8 5 1 2

辅助用室 3 1 1 1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4 2 1 1

应急措施 5 3 1 1

2.5　评价结论

2.5.1　拟建项目位于厂区东北侧 , 将原厂房拆除 , 对周围环

境无危险性。拟建项目工程总平面按功能要求布置 , 设备布

局和空间利用合理 , 考虑了防毒 、 防噪声等职业卫生的规定

标准 , 整体性较好 、 运行方便 、 安全可靠。符合《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冷库设计规范》 (GB50072—

2001)的要求。

2.5.2　本项目使用的化学毒物主要为氨。氨虽属 《高毒物

品目录》 (卫法监发 [ 2003] 142号)中所列的高度危害的化

学物质 , 但本项目中所使用的氨在管道封闭系统运行 , 自动

化程度高 , 正常运行状况下空气中浓度较低。 因此 ,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2006年 7月卫生部令

第 49号发布)的规定 , 结合检测的空气浓度及接触时间进行

综合评价 , 可将本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程度分类为一般职业

病危害建设项目。

2.5.3　项目单位在初步设计中能根据预评价报告书中识别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以及所提出的防毒 、 防噪声 、 防寒原则 , 按

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进行防护设施的设计 , 并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入使用 , 配备有效的个体防护用

品 , 建立有效的应急救援体系 , 从职业卫生的角度分析 , 本

改扩建项目是可行的 。

3　讨论

拟建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化学因素中的毒

物氨及物理因素中的噪声 、 低温等 , 其中制冷过程中设备产

生的噪声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 长期在压缩

机房 、 泵房巡视工作的工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冷

库建设的要求 , 项目单位在压缩机房内设置了操作工人隔离

控制室 , 并将产生噪声的冷凝机组设置在屋顶 , 冷风机设置

在库房的顶部 , 大大地减少了噪声对工人的影响。对于噪声

的防护 , 除了设计时要考虑距离衰减和隔离措施外 , 暴露在

噪声下的工人还应佩戴个人噪声防护用品。

制冷工在巡视氨泵房 、 压缩机房 , 检修设备 , 进行油水

分离时接触氨。尽管本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采用管道封

闭运行系统 , 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氨泄露的可能性较小 , 但项

目单位仍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设计防护设施。此外 , 仓储

工进入冷藏库中搬运物品接触低温。因此 , 特别要加强毒物 、

噪声 、 低温工作岗位作业人员的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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