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Ⅱ级危害;除灰脱硫系统危害次之 , 除灰巡检 、 脱硫巡检

人员接噪危害分别为 Ⅰ级和Ⅱ级;化学水处理系统为 0级;

而输煤系统巡检人员噪声危害级别则多为Ⅰ级或 0级。

在机组运行和除灰脱硫系统 , 分布着一次风机 、 送风机 、

氧化风机 、 浆液循环泵 、 压缩机 、 磨煤机 、 发电机等高噪声

设备 , 其定点检测结果均在 90 dB(A)以上 , 现场调查发现 ,

企业仅采取了消声 、 减振等措施。根据各岗位的接噪危害分

级结果 , 对上述高噪声设备采取的工程控制措施难以达到预

期的效果 , 巡检作业人员仍然受到噪声危害 , 2008年的职业

性健康体检已检出 15例听力损害观察对象。

目前 , 该火电厂采用五班三倒的工作制度 , 每班每周平

均工作 4.2 d, 平均每周工作 33.6 h。依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 物理因素》 (GBZ2.2— 2007)规

定 , 每周工作日不等于 5 d的噪声职业接触强度应计算每周

40 h等效声级 , 并以此判断噪声是否超标。结果表明 , 多数

工种每周 40 h等效连续 A声级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 85

dB(A)]标准。

综上所述 , 该火电厂不同岗位巡检人员不同程度受到噪

声危害 , 企业应以机组运行和除灰脱硫系统作为重点治理对

象 , 对高噪声设备进一步采用吸声 、 消声 、 隔声 、 减振等工

程降噪技术;在管理上 , 采取调整巡检路线 、 岗位轮换 、 缩

短接噪时间 、 个人防护等措施 , 力求从根本上达到降噪 、 减

少暴露 、 控制累积接触量的目的 , 从而避免噪声对作业人员

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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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电路板行业职业病危害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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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7家柔性电路板企业进行职业卫生调查并对其

检测结果加以分析。结果显示 , 盐酸 、 硝酸 、 氨及噪声是该

行业存在的主要职业病有害因素 , 并存在一定的接触暴露和

危险性。提示应健全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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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 [ 1] , 电路板行业已成为当代

电子元件业中最活跃的产业。方便的运输 、 优惠的政策 、 廉

价的劳动力 , 促使电路板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 , 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电路板制造生产中心 [ 2] 。电路板行业的快速发展 , 也

带来了职业病危害的影响 , 而国内对于电路板行业的职业危

害报道不多。电路板行业生产过程集数十个加工工序于一体 ,

所应用到的材料有几十种 、 甚至上百种 , 电路板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多种多样 , 包括一些有毒甚至剧毒

的重金属 , 大量的有机物等。为有效控制柔性电路板行业的

职业病危害 , 我们对 7家柔性电路板企业进行了职业卫生调

查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内容包括该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浓度或强度及其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以及生产工艺 、

设备布局 、 卫生工程技术防护设施的控制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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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职业卫

生管理措施等方面。

1.2　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 , 对本市 7家电路板生产企业生产

过程中的生产原料 、 产品 、 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 、 作业环境

的卫生学及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查 、 分析 , 确定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 , 根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确定

现场检测项目及测试点 , 在满负荷生产情况下 , 测试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 根据测试及各项调查结果 ,

依据相关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作出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工艺分析与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经过调查 , 电路板行业的工艺如下:(1)钻孔:利用钻

孔机 , 在基板不同位置上钻出各种不同孔径的孔。 (2)预清

洗:铜箔表面油渍在工艺实施前必须清除。 (3)黑影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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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箔表面吸附石墨颗粒 , 以增强导电性能。 (4)电镀铜:使

金属化后的孔内壁铜层达到足够的厚度。 (5)微蚀:铜面线

路先要用微蚀剂进行彻底清洗。 (6)内层影像转移:此工序

一般包括贴膜 、 曝光 、 显影 、 蚀刻 、 脱膜等;显影后 , 将电

路板上所不需的铜用 HCl和 CuCl
2
的混合液腐蚀掉 , 最后用

NaOH溶液将板面上的感光干膜去除。 (7)微蚀:利用微蚀

液清洗铜箔表面。 (8)冷风吹干:冷风吹干去除工件表面水。

(9)分割成型:电路板所有的加工程序已接近完成 , 切出需

要的外型尺寸。 (10)检验和包装。

通过对企业作业现场的职业病危害调查 , 该行业在生产

过程中 , 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甲醛 、 盐酸 、 五氧化

二磷 、 硫酸 、 异丙醇 、 乙二醇 、 氰化物 、 氮氧化物 、 氨 、 氢

氧化钠 、 三苯 、 粉尘 、 铅烟 、 噪声 、 X射线等。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按照 《江苏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规范》,

本次检测选定有代表性的工作地点 , 在 1个工作班不同生产时

间进行采样。 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1、 2.2— 2007)及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 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粉尘 、 氢氧化钠、 三苯 、

铅烟 、 乙二醇 、 异丙醇、 放射线的浓度 (强度)均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 , 但甲醛 、 盐酸、 噪声等浓度 (强度)超过国家卫生标

准 , 其中盐酸 、 磷酸及氨的合格率较低 , 结果见表 1。

表 1　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一览表

有害因素名称 总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甲醛 14 10 71.4

磷酸 14 7 50.0
氰化物 14 13 92.9

氨 28 18 64.3
氮氧化物 14 12 85.7

硫酸 28 27 96.4

铅烟 28 28 100.0
氢氧化钠 28 28 100.0

苯 14 14 100.0
甲苯 14 14 100.0

二甲苯 14 14 100.0

乙二醇 14 14 100.0
异丙醇 14 14 100.0

盐酸 28 21 75.0
粉尘 28 28 100.0

噪声 148 129 87.2

X射线 14 14 100.0
合计 456 405 88.8

　　注:化学有害因素依据各有害因素的 MAC、 STEL或最大超限倍

数判断;噪声依据 GBZ2.2中稳态噪声每周 5天每天 8 h职业接触限

值≤ 85 dB(A)判断;工业 X射线依据 《工业 X射线探伤卫生防护标

准 》 GBZ117— 2006卫生限值≤ 15μSv/h判断。

2.3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情况

由于行业的特点 , 该类企业生产车间总体布局均相对拥

挤 , 车间内生产设备的布置相对紧密 , 一方面增加了作业场

所有毒化学物质的浓度 , 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多种有毒化学

物质对机体产生有害联合作用。个别车间冲切机分布过于密

集 , 增加从业人员生产性噪声的负荷。同时大多数企业缺乏

完整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 没有定期委托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部门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进行检测。在车间使用化

学品的场所未设置紧急冲淋装置和洗眼器。不少岗位均为手

工操作 , 作业人员在操作时会直接接触到职业病危害因素 ,

如显影蚀刻添加盐酸时会接触到盐酸 、 印刷室印刷工段会接

触到异丙醇 , 大多数企业的排风换气系统不完善 , 很多作业

岗位未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3　讨论

3.1　现场调查发现 , 生产车间总体布局比较拥挤 , 车间内的

设备布置相对密集 , 多种化学物质存在于同一生产场所;同

时大部分工段未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 未能设置排风换气系统 ,

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直接弥散在车间内。 监测结果也表明 ,

盐酸 、 磷酸及氨等有害因素的超标情况比较严重。因此建议

电路板生产企业应降低车间内设备密度 , 合理布置各种生产

设备 , 避免多种化学物质存在于同一作业场所对作业人员产

生联合毒性作用 , 同时合理设置有效的局部通风设施 , 降低

作业场所有害物质的浓度。本行业噪声的危害同样也不容忽

视 , 由于行业中普遍使用三苯等有机溶剂 , 有研究发现苯和

噪声联合作业对听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 3] 。对产

生噪声的设备也需合理布局 , 采用隔声 、 吸声 、 减振等综合

防护措施降低噪声强度 , 同时加强个人防护 , 为员工配备必

要的防护用品 , 缩短噪声作业人员工作时间。

3.2　行业内大多数企业未成立专门的事故应急救援组织 , 亦

未配备事故应急救援人员 , 行业企业应建立完整的职业安全

卫生管理制度 , 包括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及评价制度 、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 劳动保护用品配

备和管理制度 、 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 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处

理制度 、 职业卫生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等 , 分别对各项具体

的操作过程进行规范 , 从而保证了操作者的职业卫生和安全 ,

同时制定危险化学品泄漏 、 中毒事故等多项应急救援预案 ,

目前企业常常以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 消防灭火作战预案当作

职业病事故应急措施 , 这是不妥当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

措施具有其独特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主要针对各种原因引起

的不同有毒有害因素造成众多人员突发急性中毒或发生其他

较大危害的作业岗位 , 专业特点是突出抢救受害人员 , 现场

安全措施与医疗卫生措施并举的预案 [ 4] 。行业应定期组织员

工进行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 , 并且应有应急救援依托单位。

3.3　由于本行业存在氨 、 苯 、 甲醛 、 氰化物等高毒物质 [ 5] ,

因此应在作业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中文警示标识 , 警示说明应

当载明产生职业中毒危害的种类 、 后果 、 预防以及应急救治

措施等内容 , 使劳动者知晓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

知道如何避免或减少工作环境中有害因素对其健康的影响 ,

愿意并积极合作采用适当的劳动保护措施 , 从源头上预防控

制职业病危害。

3.4　本次调查显示 , 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只为追求

经济效益 , 法制意识不强 , 对 《职业病防治法》 不熟悉 、 不

了解 , 依法履行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与管理力度相当薄弱。

根据此次调查 , 认为提高企业领导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是关

键 , 各企业应认真执行 《职业病防治法》 , 形成规范化 、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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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职业卫生管理机制 , 建立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 6] , 行业

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 加强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源头控制 ,

督促接触有害因素的员工做好个人防护 , 指导其正确使用个

体防护用品 , 定期维护及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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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蓄电池有限公司铅危害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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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蓄电池有限公司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 铅烟

浓度进行检测及铅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结果表明现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超标严重 , 超标率达 90%, 铅中毒检

出率为 3.37%。该蓄电池公司铅职业危害严重 , 建议改进生

产工艺 , 加强设备维修和安装防尘 、 排毒设施 , 提高劳动保

护意识 , 降低作业环境空气中铅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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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 , 其危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在蓄电池生产过程中铅主要以铅烟或铅尘的形式经呼吸

道 、 消化道进入人体 , 可累及神经系统 、 消化系统 、 血液系

统 、 肾脏等 [ 1] 。目前在我国蓄电池制造业仍是铅中毒的发病

率较高的行业之一。 我市某蓄电池有限公司是一家建于 1964

年的老企业 , 为了解现阶段的危害情况 , 防止铅中毒发生 ,

我们对该公司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卫生学调查及对铅作业工

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来源及方法

1.1　资料来源

对该蓄电池有限公司现有的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烟)

浓度进行全面的测定及接触铅作业工人 178人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

1.2　方法

1.2.1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检测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对该

蓄电池有限公司一 、 二车间的铅尘 、 铅烟检测 20个采样点

(其中铅尘 9个点 、 铅烟 11个点), 按照 GBZ159— 2004 《工

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用 FC-1A型粉尘采

样仪以 5 L/min的流量抽取 75 L空气 , 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

法测定空气中铅尘铅烟浓度。

1.2.2　尿铅测定及健康检查　收集调查对象一次性晨尿 100

ml, 尿铅检测用双硫腙比色法 , 尿 δ-ALA用乙酰乙酯比色法。

职业健康检查 , 根据卫生部 《职业健康管理规定》 的有关要

求 , 内容包括:询问病史 、 职业史 、 临床症状及个人防护情

况 , 五官检查 , 血压 、 肝脾 B超 、 心电图等检查 , 血 、 尿常

规检验。 按照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GBZ37— 2002)进行诊断。

2　结果

2.1　现场卫生学调查

2.1.1　基本情况　该公司于 1964年建成投产 , 属中型国有

企业 , 全公司职工总数为 340人 , 铅作业工人 227人。 该公

司于 2004年改制为私有股份制企业 , 工人日工作 8 h, 近年

经常加班每日工作在 10 h以上。主要产品铅酸蓄电池 , 现年

产量为 45.80万千伏安时 , 年产值 1.2亿。分为 3个车间 , 生

产过程中产生铅烟 、 铅尘的工序有铅粉生产 、 铸板 、 涂板 、

装配 、 装箱。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

2.1.2　卫生防护设施　生产过程是机械化生产 , 生产铅粉工

段 、 铸板工段 、 涂板工段 、 装箱工段 、 装配焊梳工段等均是

机械化流水线生产 , 在各工段上方安装有抽风排毒罩或吸尘

罩 , 并安装有静电除尘器 , 工人作业点安装有管式空气淋浴

送风设施。从现场调查可见 , 虽然在各工段安装有除尘防毒

设施 , 但由于设备陈旧且长时间的使用 , 再加之缺乏维护与

检修 , 车间内可见铅尘飞扬及铅烟逸出 , 防尘防毒设施的防

护达不到效果。工人未佩戴有效的防护用品 , 车间内地板不

定期清洗。

2.1.3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 铅烟浓度测定　工作场所空气

中铅烟及铅尘浓度测定共设 20个点 (其中铅尘 9个点 27个

样品 , 铅烟 11 个点 33 个样品), 有 18 个检测点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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