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半径小于 15m, 以便皮肤 、 眼污染后及时冲洗 , 应安装于

交通便捷 、 与疏散撤离方向一致的相对安全处。 对洗眼器 、

空气呼吸器等职业病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应进行经常性

维护检修 , 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 , 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

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等。 (7)在工作场所设置的可燃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 , 数量应足够 , 安装位置要合理 , 并应

满足 《石油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设计规

范》 的要求。在现场进行装卸臂接头连接及拆卸过程中 , 操

作工应携带便携式检测报警仪。

参考文献:

[ 1] GBZ2.1—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

学有害因素 [ S] .

[ 2] GBZ2.2—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

理因素 [ S] .

[ 3] 李涛, 张敏 , 缪剑影 , 等.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实用指南 [ 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6:1-8.

　　收稿日期:2010-04-06;修回日期:2010-07-13

作者简介:王玲 (1966—), 女 , 副主任医师 , 硕士 , 主要从事

职业卫生工作。

某石化公司六套生产装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Discussiononpresentsituationassessmentofoccupationalhazardsinsixsets

ofproductioninstrumentsofacertainpetrochemicalcorperation

王玲
1
, 吴晓江

2
, 胥凯

1
, 周叶凤

1
, 丁继红

1
, 赵利娟

1
, 朱新丽

1
, 阿依努尔

1

WANGLing1 , WUXiao-jiang2 , XVKai1 , ZHOUYe-feng1 , DINGJi-hong1 , ZHAOLi-juan1 , ZHUXin-li1 , AYi-nuer1

(1.新疆独山子石化医院职业病科 , 新疆 独山子　833600;2.新疆独山子石化公司研究院 , 新疆 独山子　833600)

　　摘要: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 检测检验和检查表法

等对石化公司 6套生产装置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 对其

生产过程中存在化学毒物 、 物理因素等职业病危害及目前相

应的防护措施进行监测分析 , 确定 6套装置危害级别并提出

了改进建议 , 只要防护措施到位 , 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可以预

防和控制的。

关键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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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21X(2010)05-0377-03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 从源头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

受企业委托我们对芳烃抽提装置 、 工业水装置 、 润滑油白土

装置 、 聚丙烯套装置 、 空分空压装置 、 热电厂燃料工段进行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这些装置已运行多年 , 存在工艺 、 设

备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技术等问题 , 通过职业病危害现况

评价了解装置的危害程度及需改进和增加的控制措施。现报

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范围

主要针对芳烃抽提装置 、 工业水装置 、 润滑油白土装置 、

聚丙烯套装置 、 空分空压装置 、 热电厂燃料工段的运行系统

及其辅助生产系统进行评价。

1.2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总体布局及设备布局的合理性 、 建筑卫生学 、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 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程度 、 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及效果 , 辅助用室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

品 、 职业健康监护 、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落实情况等 [ 1] 。

1.3　评价方法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 检测检验和检查表法等方法。

2　结果

2.1　项目概况

各装置基本概况见表 1。

表 1　各装置基本概况

装置名称 开工时间 生产规模

燃料装置 1991年 5台 , 220t/h

芳烃装置 1996年 12.25万 t/年, 或为 15.47万 t/年

工业水装置 1980年 50万 t/年 , 700m3 /h

白土装置 1965年 15万 t/年

聚丙烯装置 1995年 14万 t/年

空分装置 1995年
64 500Nm3 /h(空气), 10 500Nm3 /
h(氧气), 27 000Nm3 /h(氮气)。

　　由表 1可见 , 装置最长运行时间为 44年 , 最短时间为 13

年 , 上述装置均为老旧装置。

2.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各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2。

表 2　各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装置名称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燃料装置 煤尘 、 噪声

芳烃装置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溶剂油 、 噪声

工业水装置 硫化氢 、 氨 、 总烃 、 加药粉尘 、 噪声

白土装置 白土尘 、 噪声 、 高温

聚丙烯装置 一氧化碳 、甲醇 、聚丙烯粉尘和添加剂粉尘 、高温 、噪声

空分装置 噪声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

根据各装置作业岗位特点 , 现场采样采用定点采样的方

法。采用短时间定点采样方法测定了工作场所中粉尘 、 毒物

的短时间接触浓度 , 计算出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

2.3.1　粉尘　燃料装置有 1个作业场所粉尘浓度不符合卫生

标准 , 工业水装置 、 白土装置加料处粉尘浓度不符合卫生标

准 , 聚丙烯装置 2个加料口的粉尘浓度不符合卫生标准。详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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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装置粉尘检测情况

装置名称 粉尘类别 场所数 检测样品数合格场所 合格率(%)

燃料装置 煤尘 6 63 5 83.33

工业水装置 其他粉尘 1 4 0 0

白土装置 白土尘 1 11 0 0

聚丙烯装置
聚丙烯尘 、
混合有机尘

7 21 5 71.43

2.3.2　毒物　工业水液氨汽车装罐点氨浓度超标 , 其他各装

置的毒物均符合卫生标准。见表 4。

表 4　各装置毒物检测情况

装置名称 毒物类别 场所数 检测样品数 合格场所 合格率 (%)

芳烃装置 苯 9 62 9 100

甲苯 9 45 9 100

二甲苯 9 45 9 100

溶剂汽油 8 24 8 100

工业水装置 硫化氢 7 28 7 100

氨气 3 18 2 66.67

总烃 6 41 6 100

白土装置 硫化氢 3 12 3 100

总烃 3 24 3 100

液化气 1 3 1 100

聚丙烯装置 一氧化碳 1 3 1 100

2.3.3　噪声　芳烃装置 、 工业水装置 、 白土装置噪声监测均

符合卫生标准 , 燃料装置 、 聚丙烯装置 、 空分装置噪声监测

存在不符合卫生标准现象。详见表 5。据文献报道石油化工企

业类似工作地点的噪声强度在实施综合控制措施后 , 也大多

在 90 ～ 95 dB(A)之间 [ 2] 。

表 5　各装置噪声检测情况

装置名称 场所数 检测样品数 合格场所 合格率 (%)

燃料装置 6 54 5 83.33
芳烃装置 10 249 10 100

工业水装置 7 78 7 100

白土装置 4 33 4 100

聚丙烯装置 14 276 12 85.71
空气装置 9 168 7 77.78

2.3.4　高温　白土装置 、 聚丙烯装置存在高温危害 , 两套装

置的高温检测结果均符合卫生标准。

2.4　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与分析

体检项目包括内科常规检查 、 血常规 、 肝功能 、 心电图 、

电测听 、 胸片等 , 体检阳性结果以鼻炎和听力下降为主。详

见表 6。

表 6　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

装置名称 体检时间 体检人数 鼻炎人数 听力下降人数

燃料装置 2008年 63 14 3

芳烃装置 2008年 62 9 3

工业水装置 2007年 55 9 4

白土装置 2008年 47 4 4

聚丙烯装置 2006年 126 10 17

空分装置 2008年 53 4 6

　　空分装置 2006、 2007、 2009年各有 1名职工因听力存在

问题作为职业禁忌证脱离噪声作业 , 其他装置无职业禁忌证。

各装置人员体检均存在听力下降情况 , 其中燃料装置 、 聚丙

烯装置 、 空分装置噪声监测存在不符合卫生标准现象 , 上述

员工均未做过上岗前听力检查 , 但考虑听力下降与生产环境

噪声有一定关系。职业噪声暴露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 在石

油化工行业由于接触噪声而造成的高频听力损伤检出率远大

于接触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造成的职业病和职业禁忌性损害

的阳性检出率 , 噪声已成为影响石化职工身体健康的重要有

害因素 [ 2] 。

2.5　主要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分析

2.5.1　防尘 、 防毒 、 防噪声 、 防高温措施　燃料装置以粉尘

为主 , 其防尘措施较多 , 除 1个场所粉尘浓度不符合要求外 ,

其他各场所粉尘浓度均符合卫生标准 , 防尘效果较理想;工

业水 、 白土 、 聚丙烯装置防尘措施除加强个人防护外 , 无特

殊防尘措施 , 且现场加料岗位粉尘浓度均超标。各装置防毒

措施效果较好 , 现场毒物浓度除工业水液氨汽车装罐点氨浓

度超标外其余各监测点均符合卫生标准。防噪声措施各装置

均有基础措施 , 但效果不理想 , 存在噪声超标现象。防高温

措施达到要求。见表 7。

表 7　各装置防尘 、 防毒 、 防噪声 、 防高温情况

装置名称 危害种类
防尘

措施

防毒

措施

防噪

措施

防高温

措施

燃料装置 粉尘 、 噪声 15项 3项

芳烃装置 毒物 、 噪声 8项 3项

工业水装置 毒物 、 粉尘 、 噪声 1项 10项 3项

白土装置 粉尘 、 噪声 、 高温 1项 4项 3项 1项

聚丙烯装置 毒物 、粉尘 、噪声 、高温 1项 8项 3项 2项

空分装置 噪声 4项

2.5.2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各单位已根据各岗位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人数 , 制定了个人防护用品配置

计划 , 防护口罩和防噪音耳塞;车间配备正压式呼吸器;基

本可满足个人防护的需要。但白土装置加白土操作由外用工

操作 , 外用工仅佩戴纱布口罩 , 不能起到防尘作用。

2.5.3　职业卫生管理　本企业设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制定了

职业病防治规划及职业卫生相关制度 , 制定了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和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并建立了职工健康监护档案;积极开

展了职业卫生相关培训及应急演练 ,在工作场所设置警示标识

等。但上岗前职工未做听力检查 ,外用工未做职业性健康体检。

3　结论

本次评价芳烃装置 、 工业水装置 、 白土装置为职业病危

害严重生产项目 , 燃烧装置 、 聚丙烯装置 、 空分装置为职业

病危害一般的生产项目。 芳烃装置罐区 、 分离泵区 、 隔油泵

房及苯取样口为关键控制点;工业水装置的液氨储罐区 、 生

产区 、 泵房 、 氨压机房 、 液氨汽车装罐点为关键控制点;白

土装置加料间的白土尘 、 过滤机房的高温为关键控制点;聚

丙烯装置的聚合区为毒物关键控制点 , 挤压区 、 包装区为噪

声 、 粉尘关键控制点;空分装置的噪声为关键控制点。

4　讨论

职业卫生评价是防治职业病的重要手段 , 不仅限于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 , 按其评价内容不同还包括职

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防护用品评价 、 职业

病危害事故评价 、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 、 职业流行病学调查评

价 、 职业卫生服务评价等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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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次现状评价参照了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技术导则》 的要求 , 对上述 6套装置的生产工艺 、 生

产活动 、 生产原辅料及其产品进行识别与分析 , 并对现场进

行监测评价 , 从而确定各装置职业病危害的级别及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关键控制部位。本次评价反映出 , 各装置随着运行

时间的延长 , 尘毒的跑 、 冒 、 滴 、 漏现象日渐频繁;各类机

泵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 , 噪声值逐渐增大。

因此 , 企业为更有效地预防 、 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因

素 , 改善作业环境 , 有必要在今后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开展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 通过全面 、 系统地综合评价企业当前

的职业卫生状况 , 为企业防止职业病及相关疾病的发生 , 促

进劳动者的健康 , 改进职业病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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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铝板带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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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铝板带建设项目进行职业卫生调查 , 对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与分析 , 提出进一步的改进措

施。该建设项目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

学 、 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品 、 卫生辅助用室等方面基本符合国

家相关的职业卫生标准。除少数噪声作业岗位外 , 职业病危

害因素浓度 、 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该项目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基本合格 , 但需进一步完善隔声降噪措施。

关键词: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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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21X(2010)05-0379-02

某企业是我国最大的铝材生产加工基地之一 , 针对我国

铝板带市场的需求和发展 ,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并结合自身条

件 , 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生产设备 , 开工建设了年产

25万 t铝板带建设项目。受建设单位委托 , 我们对该建设项

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1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

及辅助用室 、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评价 、 职业病危害防治

设施 、 应急救援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职业健康监

护 、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2　评价方法

通过现场调查 、 现场监测 、 列表检查等方法进行综合评

价 , 将建设项目有关职业卫生内容与国家有关标准 、 规范要

求进行对比分析。

1.3　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建设项目职业

评价规范》 (卫法监发 [ 2002] 63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 (GBZ/T19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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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1— 2002)、 《工业 X射线探伤卫生防护标准》

(GBZ117— 2002)、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卫生

部 [ 2007] 55号)等职业卫生有关法律法规 、 标准及规范进

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选址在某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 实际投资 20亿元 , 占

地面积 38.76万 m2 , 建筑面积 17.68万 m2 , 其中生产车间

12.07万 m2 , 辅助用房 5.61万 m2。年产热轧卷 、 冷轧卷 20

万 t, 罐体料 5万 t。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电解铝液及铝锭 25万 t、 锰铝合金

1.19万 t、 铬铝合金 1 000t, 氧化锰粉 410t, 氧化铬粉 134t。

本项目不使用除渣剂 , 使用氯气做精炼剂 , 年用量 4 t;罐盖

料产品出厂前需进行涂层 , 年使用脱脂剂 221 t, 涂料及其稀

释剂 476 t。

2.2　生产工艺分析

本项目进口国外先进铝板材生产设备 , 机械化 、 自动化

程度高。生产工艺:熔化—保温和精炼—铸造—锯铣—铝锭

加热或均热—热轧 、 冷轧—精整—涂层。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检测

熔铸工序:氧化铝粉尘 、 二氧化锰 、 三氧化铬 、 氯气 、

一氧化碳 、 高温。锯铣床:氧化铝粉尘 、 噪声。热轧:高温 、

噪声 、 X射线。冷轧:噪声 、 X射线。 精整工序:噪声。涂

层工序 [ 1]:氢氧化钠 、 磷酸 、 二甲苯 、 异丙醇 、 丁醇 、 丙酮

等。公用设施:盐酸 、 氢氧化钠 、 噪声 、 工频电场。各危害

因素检测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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