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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及检测分析法识别氯唑青

霉素钠生产线职业病危害因素 , 评价其控制效果及技术措施

的可行性。结果显示 , 该生产线尘毒检测合格率达 98.0%以

上 , 噪声监测均合格。可以认为 , 实现自动化 、 机械化生产 ,

密闭有害物逸散点 , 加强局部通风排毒 , 注重密闭空间通排

风合理性是制药企业职业病危害控制的主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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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唑青霉素钠 (氯唑西林钠 、 邻氯青霉素钠)为半合成

青霉素。特点是耐酶 、 耐酸 , 既可口服又可注射 , 吸收好 ,

血药浓度高。对金葡菌 、 链球菌及肺炎球菌高效 (特别是耐

药菌株), 具有广泛的国内外应用市场。为了解该工艺存在或

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职业卫生现状 , 我们对某制药厂

氯唑青霉素钠生产线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 并对其控制

技术进行分析与评价 。

1　内容与方法

1.1　调查内容

生产工艺 、 原材料 、 添加物料 , 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种

类 , 分析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其职业卫生现状。

1.2　检测方法

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 有害物质监测 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进行现场设点采样;按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

物质测定》 (GBZ/T160— 2007)等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样品检

测分析;粉尘监测及噪声测量依照现行相关技术规范;TWA采

用个体采样或定点 、 短时间采样的方法 , 检测或计算 TWA。

1.3　评价方法

以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 (卫法监发 [ 2002] 63

号)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以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 (GBZ1— 2002)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职业卫生现

状;以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

(GBZ2.1— 2007)判断尘毒检测结果;《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GBZ2.2— 2007)噪声作业卫生限值

判断噪声测量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该生产线氯唑青霉素钠年产量 15 t。 引进先进的工艺技

术和成套设备 , 具有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 3种产品的能力 ,

根据市场需求氯唑青霉素钠 、 普鲁卡因青霉素及苄星青霉素

轮换生产。主要生产车间长 67m, 宽 24 m, 局部宽 36 m, 为

二层结构 , 层高均为 7.5 m;采用竖向布置:二层为溶配 、 结

晶 、 过滤 、 洗涤部分;一层为干燥 、 磨粉 、 无菌分装 、 成品

待检部分。二层结构均设十万级控制区 、 万级控制区 、 局部

百级控制区。员工 110余人 , 接害员工 71人。溶配 、 结晶 、

过滤 、 洗涤工序员工以接触乙酸乙酯 、 丙酮 、 硫酸 、 盐酸为

主;干燥 、 磨粉 、 无菌分装员工接触药物粉尘及噪声;溶媒

回收接触乙酸乙酯和丙酮;产品更换清洗管道 、 储罐 、 反应

罐过程使用氢氧化钠溶液。

2.2　生产工艺

氯唑青霉素钠主要工艺流程:溶配 (6-氨基青霉烷酸 +

纯水 +氢氧化钠溶液 +邻氯酰氯 +乙酸乙酯)※酸化 (硫酸

溶液)※萃取※分水※洗涤※除菌过滤※结晶※抽滤※干燥

※磨粉※包装※成品 。

2.3　防尘 、 防毒及噪声控制技术措施

2.3.1　本生产线自动化、机械化程度较高 ,工艺设备均为目前

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 , 符合现代化、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发展方

向。各车间均设置控制室, 电脑操控间与岗位设备相对隔离。

2.3.2　防尘设施　根据工艺要求 , 干燥 、 磨粉工艺间内的气

流磨粉机设置有布袋捕集器 , 分装间设置有分装隔离罩 , 采

用四工位隔离罩内分装操作方式。

2.3.3　防毒设施　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

主生产区采用集中式通排风系统。根据工艺要求 , 采用新风系

统 , 机组中设粗 、 中效过滤段 , 对室外新风进行洁净度处理 ,

且新风量满足 30 m3 / (h· p)卫生标准。整套生产装置除投料

口 、 出料口与外界接触外 , 各反应均在密闭的反应釜内进行;

液体输送管道化, 罐温 、 液体输送 、 pH值测试自动控制;设

置蒸馏塔 、 配制罐及存在化学物质的洁净间与相邻房间或区域

的送排风保持微负压;投料口 、 出料口设有局部抽风罩。

2.3.4　微小气候　主生产区根据工艺要求 ,采用一台 WZJK-

50型卧式空调机组 , 机组中设粗效过滤 、表冷挡水段 、加热段 、

加湿段 、中效段等功能段。夏季新风经表冷段降温除湿 , 冬季

经加热段加热 , 加湿段加湿达到各项送风参数要求。生产区温

度 18 ～ 26℃;相对湿度 40% ～ 65%, 百级区 35% ～ 60%;风速

0.10 ～ 0.35m/s。洁净区气压通过压差计测量 , 经调控万级区

相对十万级区 、洁净区相对非洁净区保持 10 Pa相对正压。

2.3.5　防噪声设施　空调机 、 制冷机 、 空压机设置减震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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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隔音罩 , 对产生噪声较大的车间 , 均按隔声要求设有隔声

门窗 , 集控室设有门斗 (声闸);气体动力噪声源安装有消声

装置。生产区排风系统设置的离心式排风机置于楼顶上。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 、 罩口风速测定结果

2.4.1　粉尘浓度检测　溶配间 、 分装间接触药尘各工种的

8 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均符合工作场所粉尘时间加权

平均容许浓度 (PC-TWA)要求;各工作地点粉尘浓度符合超

限倍数的要求。

2.4.2　有毒物质检测　检测有毒物质 6种 ,分别为乙酸乙酯 、

丙酮 、环氧乙烷 、氢氧化钠 、盐酸 、硫酸。原料车间溶配间乙酸

乙酯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C-STEL)的要求 , 其他有毒物质检测结果均未超标(见表 1);

各工种的 TWA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PC-TWA)要求 。

　　表 1　车间空气中毒物短时间浓度检测结果 mg/m3

检测
地点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范围 最大值 PC-STELMAC超限
倍数

溶配间 乙酸乙酯 42.30 ～ 478.60 478.60 300 — —
丙酮 <0.38 <0.38 450 — —
盐酸 0.5 ～ 1.85 1.85 — 7.5 —
硫酸 0.20 ～ 0.33 0.33 2 — —
氢氧化钠 <0.001 <0.001 — 2 —

结晶间 乙酸乙酯 0.8 ～ 8.0 8.0 300 — —
氧消间 环氧乙烷 <0.07 <0.07 — — 2.5
三合一间 乙酸乙酯 1.10 ～ 16.80 16.80 300 — —
回收 乙酸乙酯 3.60 ～ 9.20 9.20 300 — —

丙酮 <0.38 <0.38 450 — —
控制室 乙酸乙酯 0.22 ～ 5.4 5.4 300 — —

丙酮 <0.38 <0.38 450 — —

　　注:<0.38为最低检出浓度 , 余同。

2.4.3　噪声测量　动力操作工 、 制水 、 空调操作工 8 h等效

连续声级 (A)均符合国家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2.4.4　罩口风速测量　罩口风速符合 0.3 ～ 1.0 m/s的设计要

求 ,风机额定风量能够满足局部抽风罩所需总风量 ,见表 2。

2.5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本次健康检查应检 71人, 实检 70人。对 23名新员工进行上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对 47名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原有员工进行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均未检出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

表 2　罩口风速及风量测定结果

类别
数量
(个)

风速
(m/sec)

面积

(m2)
风量

(m3 /h)

气流磨粉机柜形罩　　 4 0.3 0.05×4 216

四工位分装柜形隔离罩 2 0.4 0.1×2 288

溶媒回收伞形罩　　　 1 0.5 3.0×0.4×1 3 000

3　讨论

制药行业工艺复杂 、 品种繁多 , 职业危害因素的危害程

度常受生产的产品 、 使用的原辅料 、 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等

因素影响 , 对机体产生的损害也不相同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

主要有职业中毒 、 职业性皮肤病 、 尘肺病 、 职业性噪声聋等 ,

其中以职业中毒最为常见。

氯唑青霉素钠生产线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药尘 、 乙酸

乙酯 、 环氧乙烷 、 丙酮 、 盐酸 、 硫酸 、 氢氧化钠 、 噪声等。

该生产线主要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的特点是自动化 、 密闭化

程度较高 , 实现了远距离操作 , 管道化生产。在生产工艺布

局 、 设备布局和防毒 、 防化学伤害 、 防尘 、 防噪声卫生工程

技术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职业卫生技术防护措施 , 基本达

到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中相关要求。

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结果是评价职业卫生现状的主要指标之

一 , 该生产线尘毒检测结果合格率达 96.0%以上 , 合格率高

于全市水平。从职业卫生的角度考虑 , 该生产线职业病防护

设施运行良好 , 职业病危害综合控制措施基本可行 , 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基本符合国家相关卫生要求。

由于氯唑青霉素钠生产的原料多为有机溶剂 , 职业病危

害重点控制措施应以化学有害物跑 、 冒 、 滴 、 漏及安全生产

事故导致的急性中毒控制为主。因此 , 补充完善应急救援预

案 , 对工人进行毒物泄漏的自救互救培训 , 掌握应急救援器

材操作尤为重要。另外 , 鉴于青霉素药物粉尘的致敏性及对

接触者健康危害的特殊性 , 其职业接触限值的正确应用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

(参加本调查与评价的有李鹏 、 刘永 、 张志奇等同志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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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选煤厂职业病危害因素预评价与控制效果评价对比分析
Comparisonofthepre-assessmentandcontroleffectofoccupational

diseasehazardintheconstructionprojectofacoalwashery

刘越连
1
, 刘来有

2
, 李风琴

1
, 李俊生

1

LIUYue-lian1 , LIULai-you2 , LIFeng-qin1 , LIJun-sheng1

(1.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山西 太原　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要:通过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类比检测和控制效果评价

的现场检测, 对某新建选煤厂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职业卫生管

理进行现场调查。该企业粉尘 8 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合格率与

类比企业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各岗位噪声 8 h等效连续 A

声级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通过预评价 ,新建企业建立了完善

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并建立有效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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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 按照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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