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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以

来 ,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和相关法规的要求 , 建设单位在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阶段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

在竣工验收前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对职业病危害

严重的建设项目进行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审查。但由于对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专篇的编写尚未形成规范性文件或标准 ,

设计单位在编写时很难把握重点 , 导致不同设计单位编写的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专篇格式和内容参差不齐 , 给卫生行政部

门的审查带来不便。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 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 , 各

地纷纷建设电厂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近几年 , 全国各地新

建 、 扩建 、 改建电厂项目百余个 , 其中火力发电项目约占

75%, 而火力发电项目主要为燃煤火力发电项目 , 其次有少

量燃气和燃油火力发电项目。通过对各类火力发电厂的调查

和检测 , 发现火力发电厂存在较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因此

设计单位在编写职业卫生专篇时要全面 、 合理 、 准确 , 使职

业病防护设施在工程投产后能有效地运行 , 以保护劳动者的

健康。本文简要叙述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专篇的编

写要点 , 供设计单位在编写职业卫生专篇时参考 , 为卫生行

政部门审查火力发电厂的防护设施提供依据。

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专篇编写分为设计依据 、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 火力发电厂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 工

程设计中采取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 、 职业卫生机构设置

及人员配置 、 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 、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

预期效果及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等 8

个部分。

1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主要包括 3类 , 分别为法律 、 法规依据 , 工程

依据和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1.1　法律 、 法规依据

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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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

例》 (仅适合燃煤火力发电厂)、 《使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劳

动保护条例》 、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 《职业病目录 》、

《高毒物品目录》 等国家法律 、 法规及地方职业卫生相关法

规 、 规章。

1.2　工程依据

主要包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或各省 、 市的相关部门

关于项目建议书的请示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 、

卫生行政部门关于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批复等。

1.3　规程 、 规范和相关标准

主要包括职业卫生相关的规范 、 标准及火力发电厂相关

的设计规程或规范。 职业卫生相关的规范 、 标准主要包括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第 2部分　物理因素》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 、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等 ,

如项目需建设微波接收站 , 则需包括微波辐射防护相关的标

准;如项目需使用放射源或建设探伤室 , 则需包括电离辐射

防护相关的标准。火力发电厂相关的设计规程主要包括 《火

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 、 《火力发电厂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

设计规程》 、 《火力发电厂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技术规

程》 等。

编写职业卫生专篇时依据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 、 标准应

现行有效。

2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设计所承担的任务及范围 , 工程建设

规模 、 性质及劳动定员 , 现有企业职业卫生概况 , 工程地理

位置及总平面布置 , 火力发电厂主要生产工艺 , 主要生产设

备及布局 , 原料和辅料 , 生产辅助用室 , 建筑卫生学等。

2.1　建设项目设计所承担的任务及范围

职业卫生专篇中介绍的设计范围与项目初步设计其他卷

的设计范围应一致。

2.2　项目建设规模 、 性质及劳动定员

简要介绍项目的建设规模 、 性质 、 投资金额 、 工程进度 、

工程投产后的岗位设置及劳动定员。

2.3　现有企业职业卫生概况 (仅适用于改 、 扩建和技术改造

和技术引进项目)

对现有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 、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防护措

施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配置 、 应急救援设施及人

员配置 、 卫生辅助用室的设置 、 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职

业健康监护情况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

2.4　项目地理位置及总平面布置

·46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 12月第 22卷第 6期　　ChineseJIndMed　Dec2009, Vol.22 No.6



简要介绍项目的地理位置及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状况 , 自

然环境状况主要包括地形 、 地貌 、 水文 、 地质 、 气象条件等。

总平面布置主要介绍项目主厂房 、 燃料系统 、 配电装置 、 化

学楼及办公综合楼等建筑物在厂区的布置位置。 总平面布置

设计应该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2.5　火力发电厂主要生产工艺

根据燃料的不同 , 火力发电厂主要包括燃煤火力发电厂 、

燃气火力发电厂和燃油火力发电厂三种。首先介绍整体生产

工艺流程 , 并附工艺流程图。对燃煤火力发电厂 , 介绍热力

系统 、 燃烧制粉系统 、 燃油系统 、 输煤系统 、 除灰渣系统 、

供水系统 、 化学水处理系统 、 输电系统 、 热工自动化系统 、

电厂信息管理系统等简要概况 , 对部分地区需安装脱硫或

(和)脱硝系统 , 则同时介绍这两大系统的生产工艺;对燃

气 、 燃油火力发电厂 , 除燃烧制粉系统 、 燃油系统 、 输煤系

统 、 除灰渣系统改为燃气或燃油输送及储存系统外 , 其余与

燃煤机组相同。

2.6　主要生产设备及布局

列出锅炉 、 汽轮机 、 发电机 、 风机 、 各类泵等主要生产

设备的数量及型号。简要介绍汽机房 、 除氧间 、 煤仓间 、 锅

炉房等主要厂房内的设备布置情况。设备布局设计应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2.7　原料和辅料

对燃煤火力发电厂 , 则介绍燃煤的来源 、 煤质 、 用煤量

及盐酸 、 氢氧化钠 、 氨等辅料的用量。对燃气和燃油发电厂 ,

则介绍燃气和燃油的来源 、 成分及用量 , 在介绍成分时须注

明含硫量。

2.8　生产辅助用室

设计更衣室 、 休息室 、 妇女卫生用室 、 卫生间 、 浴室 、

食堂等辅助用室设置的位置及数量 , 如项目为改 、 扩建工程 ,

部分生产辅助用室依托现有企业 , 则需介绍原有辅助用室能

否满足改 、 扩建后的需要。生产辅助用室设计应符合 《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的要求。

2.9　建筑卫生学

介绍主要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的朝向 、 间距 、 采光 、

照明 、 采暖 、 通风 、 空调 、 隔热 、 隔声等卫生学内容及化学

水处理间 、 加药间 、 中控室等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卫生学

设计应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3　生产过程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3.1　火力发电厂的卫生学特征

火力发电厂是煤或气或油 、 热 、 电的转化工厂 , 其原料

为煤 /天然气 /燃料油 、 水 、 石灰石等。电厂的特点是大型设

备多 、 运转设备多 、 带电设备多 、 高温高压管道多 , 高层建

筑多 , 自动化程度高 , 并要使用一定量的酸 、 碱 、 氨 、 联氨

等化学药品。火力发电厂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粉尘 (燃

煤电厂)、 噪声 、 毒物和高温等。

3.2　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依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 分析生产过程中可能接触

粉尘 、 化学因素 、 有害物理因素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 、

人数 、 危害因素的名称 、 产生危害的主要设备。

3.2.1　粉尘　粉尘是燃煤火力发电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在燃气或燃油发电厂 , 粉尘的危害较小 , 主要为保温使

用岩棉产生的粉尘和电焊作业产生的电焊烟尘。 在燃煤发电

厂 , 煤尘和粉煤灰是主要的粉尘类型 , 主要存在于燃料系统

和除灰系统 , 此外脱硫系统可能产生石灰石粉尘和石膏粉尘。

3.2.2　化学因素　火力发电厂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或使用

的化学毒物较多 , 主要包括锅炉车间内燃料燃烧时产生的一

氧化碳 、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硫 , 化学车间内进行水处理使用

的盐酸 、 氢氧化钠 、 氨 、 联氨等化学毒物 , 脱硝系统使用的

氨;此外还包括配电装置区和维修作业场所可能产生有害化

学物质 , 化验室使用的化学试剂和废水处理时使用的酸 、 碱

及其他辅助设施产生的化学物质。

3.2.3　有害物理因素　火力发电厂可能产生的有害物理因素

主要包括噪声 、 高温和热辐射 、 工频超高压电场 、 振动 、 紫

外线。此外如安装有放射源或设置探伤室 , 则可能存在电离

辐射。

4　工程设计中采取的主要职业卫生防护设施

4.1　工程防护设施设计

4.1.1　防尘设施设计 (仅适用于燃煤火力发电厂)　粉尘

是燃煤火力发电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 职业卫生专篇针

对粉尘危害较为严重的输煤 、 除灰和脱硫系统及其他可能产

生粉尘的设施进行相应的防尘设计。 防尘措施主要采用密闭

防尘 、 喷水雾抑尘防尘和安装除尘器防尘等方式 , 如采用除

尘器防尘 , 则列出除尘器的型号 、 外形尺寸 、 除尘风量 、 除

尘效率等参数及除尘器安装位置 、 除尘点通风量 、 除尘器数

量等。防尘设施设计应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等相

关标准的要求 ,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输煤系统防尘设施设计 , 目前燃煤主要通过火车或

船进行运输 , 针对产生粉尘危害严重的火车地下卸煤沟和翻

车机室 (卸船机)、 煤场 、 转运站 、 碎煤机室 、 皮带头部落料

点和原煤斗处分别进行防尘设计。 (2)针对除灰系统的灰斗 、

排灰阀 、 灰库 、 干灰卸料装置等进行防尘设计。 (3)针对脱

硫系统的石灰石库 、 球磨机 、 石灰石卸料装置及石膏运输等

进行防尘设计。 (4)针对锅炉房零米层 、 运转层 、 锅炉本体

的检修门处及炉顶设计相应的防尘设施 , 此外对维修时可能

产生的电焊烟尘和更换保温材料可能产生的岩棉粉尘设计相

应的局部防尘设施。

4.1.2　防毒设施设计　火力发电厂存在的化学物质较多 , 主

要存在于化学水车间 、 锅炉房 、 化验室 、 蓄电池室和脱硝系

统的氨站等工作场所 , 防毒主要采用通风 、 防腐和冲洗等设

施 , 在设计通风装置时 , 列出通风设备的数量 、 每小时换气

次数等。防毒设施设计应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等相关标准

的要求。

水处理系统使用一定量的氨 、 联氨 、 酸 、 碱等化学毒物 ,

在防毒设施设计时 , 针对酸碱贮存罐 、 酸碱计量间 、 加药间

及输送酸 、 碱管道设计相应的防护设施 。在化验室设置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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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 , 防止有毒物质的扩散 , 并设置相应的冲洗设施。在蓄电

池室设置相应的通风装置 , 并考虑防腐设施。针对脱硝系统

的氨罐区 , 应设计自动喷淋装置 , 并设计相应的排泄区。在

检修作业时 , 设置相应的通风设施 , 配电装置间和化学药品

贮存间设计通风装置 , 加氯间设置报警装置。

4.1.3　防噪声设施设计　火力发电厂的高噪声设备较多 , 噪

声是其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针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 、

减振 、 消声等措施。

4.1.3.1　主要设备防噪声设施设计　从设备选型上选择低

噪声设备 , 并向制造厂提出设备噪声限值的要求;对噪声水

平较强的声源采用基础阻尼减震处理 , 防止固体噪声传播 ,

设置隔声罩 , 减小对外传播 , 必要时可利用吸声阻尼材料消

减其声源;在开放式吸排气口加装消音器。在设计防噪声设

施时 , 需对主要噪声源进行具体设计 , 说明设备名称 、 安装

位置及对其采取的具体防噪措施。

4.1.3.2　厂房建筑设计中的防噪声设施设计　对集中控制

室及辅助车间的控制室采用隔声性能良好的墙面材料和隔声

门窗 , 具体说明控制室的名称及采取措施的噪声控制强度。

4.1.3.3　厂区总平面布置中的防噪声设施设计　在总平面

布置设计中 , 考虑合理布置 , 使居住 、 办公区与生产区隔离 ,

阻断噪声传播途径 , 减小生产区对生活区的影响;在厂区绿

化设计中考虑绿化带布置 , 充分利用植物的降噪作用 , 从总

体上消减噪声对外界的影响。

4.1.4　防振动设施设计　针对汽水管道 、 大型转动机械设备

进行防振设计。

4.1.5　防高温 、 防寒设施设计

4.1.5.1　隔热设施设计　对汽机房及除氧加热器间的有热

源的管道和设备 、 锅炉房的炉墙和烟风系统的管道设计保温

设施 , 说明其采取的具体措施 。

4.1.5.2　通风 、 空气调节设施设计　对可能存在高温危害

的作业场所设计通风和空气调节设施。火力发电厂主要针对

高温危害严重的汽机房 、 锅炉房进行通风设计 , 同时根据工

艺要求 , 对汽机房 , 锅炉房以及集中控制楼等处设置电气设

备的房间 、 集中控制室 、 输煤车间 、 其他辅助厂房设计通风

设施。在设计通风设施时 , 列出各个工作场所通风的方式 ,

如采用机械通风 , 则同时列出风机的数量及通风次数。对集

中控制室和各辅助车间的控制室 、 继电器室设计空气调节设

施 , 并说明夏季空气调节后的温度。化学水处理车间 、 蓄电

池室 、 化学品库等的通风设施见防毒设施章节。

4.1.5.3　采暖设施设计　对主厂房 、 化学水处理车间等根

据工艺要求设计相应的采暖设施 , 对集中控制室和辅助车间

的控制室根据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的要求设计

采暖设施 , 并具体说明采暖的温度。

4.1.6　防电离辐射设施设计　针对拟安装放射源或建探伤室

的建设项目 , 根据国家电离辐射防护相关的标准设计相应的

防护设施 , 如探伤室的防护及在探伤室外进行现场作业时的

防护。在进行防护设施设计时 , 须说明探伤机的型号 、 功率

及探伤室的位置 、 大小 、 铅板的厚度等参数。

4.2　个体防护用品设计

对接触粉尘的作业工人配备防尘口罩 , 对接触毒物的作

业工人配备防毒口罩 、 防毒面具 、 防酸碱的工作服 、 手套 、

眼镜 、 胶鞋等 , 受噪声危害的作业工人应配备防噪声耳塞或

(和)耳罩 、 帽盔等 , 高温作业工人配备防高温工作服 、 工作

帽 、 防护眼镜 、 面罩 、 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对可能接触电

离辐射的作业工人应配备防电离辐射的铅防护眼镜 、 铅围脖 、

铅围裙及个人剂量计 、 报警仪等。在设计个人防护用品时 ,

说明配备防护用品的岗位名称及拟配备数量。

4.3　职业卫生应急救援措施

4.3.1　应急救援设施和人员的配备　设计医疗室或急救站的

位置 、 面积及配备的应急救援设备 、 人员 , 列出工作现场用

于应急事故的喷啉装置 、 洗眼器 、 报警装置等应急救援设备

的安装位置 、 数量及在各值班室配备的应急救援设备的名称

和数量。

4.3.2　应急救援预案　针对化学毒物中毒 、 化学性灼伤 、 中

暑设计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

4.3.3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针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粉尘 、 化

学毒物 、 噪声 、 高温 、 电离辐射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

所 , 设置相应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警示线。

5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

5.1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说明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的名称 、 配备的专兼职人员的人

数及相应的职责。

5.2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列出拟制定的各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包括职业病危害

告知制度 、 职业病危害控制制度 、 职业卫生培训制度 、 职业

卫生档案管理制度 、 职业卫生经费管理制度 、 化学品管理与

控制制度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与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

制度 、 职业性健康检查管理制度等。

5.3　职业卫生教育设施和检测设备的配备

设计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室的面积 、 相应的培训设施及基

层检测站配备检测仪器的名称和数量。

6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

单独列出防尘 、 防噪 、 防毒 、 防电离辐射 、 防暑降温等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 通风和空气调

节设施 , 辅助卫生用室 , 应急救援设施 , 职业卫生教育设施 ,

绿化 ,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 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等经费。

7　职业卫生防护的预期效果

通过采取相应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 预测投产运行后各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能否满足 《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 和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　化

学有害因素》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　

物理因素》 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要求。

8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对采取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后可能尚未达到相关

标准要求的工作场所的名称及其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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