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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检查表法 、 类比法和经验法相结合的方法对

某大豆蛋白饲料扩建项目建成后可能产生的正己烷 、 氢氧化

钠 、 磷酸 、 一氧化碳 、 粉尘 (大豆粉尘 、 煤尘 、 白土粉尘

等)、 噪声 、 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及其拟采取的

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 并针对存在

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结果显示 , 该项目属于 “职业病

危害一般” 的建设项目 , 拟采取的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基本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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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 、 控制和消除大豆蛋白饲料生产过程职业病危害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本文对某大豆蛋白饲料扩建项目可能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进行分析与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3 000 t/d大豆榨油及配套 800 t/d大豆精炼项目可能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 、 存在环节及其防护措施。

1.2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的合理性 、 职业病危害因

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应急救援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等。

1.3　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检查表法 、 类比法和经验法 , 对拟评价项目未

来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职业病防护措

施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的合理性采用

检查表法 , 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

响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 应急救援 、 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等内容采用类比法和经验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工程概况及生产工艺

项目生产原料为大豆 , 辅助材料为白土 、 磷酸 、 液碱 、

正己烷 、 毛油和矿物油 , 燃料为煤和柴油等;主产品为豆粕 、

大豆油 , 副产品为皂脚 、 豆脂肪酸和废白土。项目组成:(1)

3 000 t/d大豆榨油和 800 t/d精炼;(2) 6台共 6万 t的大豆

筒仓和 7台共 3.5万 t的粕筒仓;(3)75t/h锅炉一台;(4)

其他辅助设施 , 如办公楼等生活福利设施 、 污水处理设施均

利旧。项目需各类人员 62名 , 其中生产人员 56名 , 管理人

员 6名 , 实行连续运转 , 每班 12 h工作。大豆榨油生产工艺

包括大豆预热系统 、 脱壳系统 、 浸出系统和脱溶烘烤干燥系

统 (DTDC);毛油精炼采用连续式脱胶 、 脱酸 、 脱色 、 脱臭

的生产方法 , 对预榨及浸出原油进行全精炼。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根据该项目生产工艺特点 , 将拟建工程分为三个评价单

元:(1)大豆榨油 , (2)精炼车间 , (3)锅炉房。拟建项目

各评价单元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

表 1　拟建项目各评价单元可能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存在环节

评价单元 工作场所
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有毒化学物质 物理因素

大
豆
榨
油

大豆预

热系统　
仓底 、 输送 、 称
量 、 清洁过筛

大豆粉尘 — 噪声

大豆加热软化 — — 噪声 、高温

脱壳系统 破碎 、 脱壳 大豆粉尘 — 噪声

轧胚 — — 噪声

浸出系统 浸出器 — 正己烷 噪声

脱溶烘烤

干燥系统

脱溶冷凝器 、 汽
提塔 、 油汽提塔

— 正己烷 噪声 、高温

精
炼
车
间

脱胶及碱

炼工序

过滤及加热 、干
燥脱溶

— — 噪声 、高温

混合器 — 磷酸、氢氧化钠 噪声 、高温

离心机 — — 噪声

脱色工序 脱色 白土粉尘 — 噪声 、高温

过滤机 — — 噪声

脱臭工序 脱臭塔 — — 噪声 、高温

锅炉房 锅炉房 煤尘 、灰渣尘
一氧化碳 、二氧
化硫 、氮氧化物

噪声 、高温

2.3　类比对象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分析

选择现有工程 (日产大豆油 1 800 t)作为类比对象。拟

建工程除生产规模有差别外 , 主要产品 、 原辅材料 、 生产工

艺 、 作业方式和班制 、 劳动定员 、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

病危害防护设施等内容基本一致。

对类比对象工作场所的正己烷 、 磷酸 、 氢氧化钠 、 一氧

化碳 、 粉尘 、 噪声和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结果

见表 2 ～表 5)。结果显示白土下料工和锅炉上煤工接触的粉

尘浓度和预榨车间预榨工接触的噪声强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

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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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触粉尘作业工种的粉尘检测结果

检测工种 粉尘类型
C-TWA范围

(mg/m3)

PC-TWA

(mg/m3)

C-STEL范围

(mg/m3)

超限倍

数值

包装工 大豆粉尘(总尘) 1.3 ～ 4.8 4 　0.8 ～ 1.9 <1

封包工 大豆粉尘(总尘) 4.0 ～ 4.1 4 　0.8 ～ 1.9 <1

楼上巡检工 大豆粉尘(总尘) 0.5 4 <0.3 ～ 1.3 <1

豆粕筛巡检工 大豆粉尘(总尘) 0.3 ～ 0.4 4 　0.5 ～ 2.7 <1

白土下料工 白土粉尘(呼尘) 1.2 ～ 1.4 0.7 4.2 ～ 33.3 >15.6

锅炉铲车司机 煤尘(呼尘) 0.3 ～ 2.2 2.5 0.47 ～ 1.40 <1

锅炉上煤工 煤尘(呼尘) 0.6 ～ 2.3 2.5 0.47 ～ 1.10 <1

　　注:大豆粉尘游离 SiO2含量为 7.89%, 采用谷物粉尘的职业接触限值;白

土粉尘游离 SiO2含量为 14.8%, 采用矽尘的职业接触限值。

表 3　接触有毒作业工种的有毒化学物质检测结果

检测工种 有毒化学物质
C-TWA范围

(mg/m3)

PC-TWA

(mg/m3)

C-STEL范围

(mg/m3)

PC-STEL

(mg/m3)

浸出巡检工 正己烷　 0.5 ～ 3.0 100 2.6 ～ 4.6 180

精炼中和巡检工磷酸　　 0.5 1 0.2 ～ 0.7 3

锅炉操作工 一氧化碳 5.2 ～ 6.3 20 4.2 ～ 6.6 30

锅炉上煤工 一氧化碳 4.1 ～ 4.3 20 3.7 ～ 4.6 30

表 4　接触噪声作业工种及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

测量工种 测量地点
测量结果

[ dB(A)]

日接触时间

(h)

8h等效声级

[ dB(A)]

三楼以上预榨工 振动筛 81.1 ～ 86.6 1.5 85.5

破碎机 85.3 ～ 87.8 1.2

看料位 85.5 ～ 85.6 5.3

三楼预榨工 豆粕粉碎机 87.9 ～ 88.7 0.5 76.9

控制室 68.6 ～ 68.7 7.5

三楼以下预榨工 轧胚机 95.4 ～ 95.6 2 90.5

豆皮粉碎机 92.3 ～ 92.7 1

控制室 68.6 ～ 68.7 5

200T精炼工 真空泵 89.5 ～ 89.7 1 84.1

冷凝器 93.5 ～ 93.6 0.5

控制室 61.0 ～ 62.3 6.5

表 5　接触高温作业工种及工作场所高温检测结果

测量工种 测量地点

日接触

时间

(h)

接触时间

率(%)

体力劳动

强度分级

时间加权

WBGT

指数(℃)

预榨工 大豆加热器旁 0.5 <25 Ⅰ 28.3

200T精炼工 大豆加热器旁 0.5 <25 Ⅰ 28.4

膨化机旁　　 0.6 <25 Ⅰ

锅炉工 蒸汽锅炉旁　 2 <25 Ⅰ 32.5

　　类比对象采取了相应的防尘 、防毒 、防噪声和防高温等职

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类比检测结果显示 , 除白土下料防尘和轧

胚 、豆皮粉碎机防噪声设施外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有效地控

制或降低了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2.4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评价

2.4.1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拟建项目拟实施的各项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包括防尘 、防毒 、防噪声和防高温等措施。防尘

措施主要采取密闭通风除尘和湿式作业等措施;防毒措施主要

采取加强生产设备密闭 、降低有毒物质的产生量 、消除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有毒气体以及通风排毒等措施;防噪声主要采取隔

声 、减振 、设置隔声操作室以及合理布局等措施;防高温主要采

取保温隔热和通风降温等措施 。通过对类比对象的调查可知 ,

拟建项目与类比对象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基本一致;同时类

比检测显示 , 类比对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

度)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可以认为 ,该项目拟采取的防尘 、防

毒 、防噪声和防高温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是可行的和必要

的 , 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关于工作场所的基本卫

生要求 , 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可降低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减轻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作业人员的危害

和影响 , 对保护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类比对象白土粉尘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的原因主要

是白土下料工序缺乏通风防尘措施;锅炉上煤过程中煤尘超标

的原因主要为煤中含水分较低 , 导致上煤过程中易产生煤尘。

预榨工接触的噪声强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主要是因为轧胚机 、

粉碎机等生产设备噪声较大 , 生产人员接触时间较长。这些状

况在拟建项目中也可能出现 ,因此拟建项目要特别注意加强上

述工作地点的职业病防护措施 ,确保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

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2.4.2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拟建项目的 “可行性研

究报告”中提出了为接触酸碱的工人配备必要的防护镜 、手套

等劳动防护用品。并拟按现有工程制定的《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制度》及其《劳保护品发放标准》对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

品进行管理。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但是《劳保护品发放标准 》中对于接尘人员和接毒人

员配发的口罩类型未进行说明 , 因此制定的《劳动保护品发放

标准》尚不完善 ,存在一定的缺陷。

2.4.3　应急救援措施　该公司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应急专项

预案》 ,拟建项目采用现有工程的 《危险化学品应急专项预

案》。但由于本预案对应急救援组织及人员 、应急防护用品 、应

急演练等未做规定 , 缺乏医疗卫生人员等 , 未制定针对现有工

程可能产生的导致急性中毒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专项预案 , 因此

本预案不能满足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救援工作。

2.4.4　职业卫生管理　拟建项目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沿用现

有企业制定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对于项目建成后的职业

卫生管理工作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但现有企业在执行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方面不到位 ,如未按国家规定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检测与评价工作;未按规定对生产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

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

设置不规范等 , 均不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拟建项目在总体布局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工程技术防

护措施 、职业卫生管理 、应急救援体系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管理

等方面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建成后生产

过程中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包括正己烷 、氢

氧化钠 、磷酸 、一氧化碳 、粉尘(大豆粉尘 、白土粉尘 、煤尘等)、

噪声 、高温等。但需要进一步加强自动控制和生产设备密闭性

以及通风除尘排毒的设计 , 控制有害物质的逸散 , 减少生产作

业人员的接触机会;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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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执行及应急救援体系等。

拟建项目工作场所的一氧化碳产生于锅炉运行过程中 ,在

正常情况下产生量较小;白土下料的白土粉尘(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大于 10%)的接触人员少(每班仅 1人), 接触时间仅有

0.5h。因此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规定 ,

经综合分析 , 判定本项目为 “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综上所述 , 该建设项目拟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 、法规 、标准

和规范要求 , 设计和建设有关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建成投

产后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可以预防和控制 , 劳动者的职业健

康可得到基本保障。因此从职业病防治角度分析 ,该建设项目

是可行的。

3.2　建议

(1)拟建项目建成后应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指

定专(兼)职职业卫生人员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职业卫

生知识培训 , 保证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 根据《职业病防

治法》规定 ,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因素毒性以及防

护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职工健康监护结

果等内容执行告知制度 ,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

常检测和定期检测以及职业健康检查。 (2)要按照防尘技术规

范对脱色工序白土下料设置相应的通风除尘设施 ,并加强生产

设备的密闭 , 白土下料过程要尽量采取密闭方式;应加强锅炉

房卸煤 、堆取煤过程中喷淋加湿措施 , 抑制粉尘的逸散;要采取

技术措施降低轧胚机 、豆皮粉碎机 、真空泵和冷凝器等高噪声

生产设备的噪声强度 ,并加强隔声 、消声措施 , 减少生产人员接

触噪声时间 , 降低噪声接触人员的累积噪声剂量。 (3)酸碱作

业人员应穿戴防毒口罩 、防酸碱面罩 、防化学液眼镜 、防酸碱

服 、耐酸碱手套 、耐酸碱鞋等防护用品;对于接触正己烷人员应

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 , 减少或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应为各岗位

生产工人配备防噪声耳塞 、耳罩。 (4)完善应急救援预案 , 其内

容包括:基本情况 、危险目标 , 急救指挥部的组成 、职责和分工 ,

救援队伍的组成和分工 ,报警信号 , 化学事故应急处理方案等。

制定针对正己烷等可引起急性中毒有毒化学物质的应急救援

专项预案。培训必要的医疗急救人员 ,配备必要的正压式呼吸

器 、防毒面具 、防毒口罩 、护目镜 、防护手套 、防护服 、急救药品

等应急用品。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规定 , 定期进行演练 , 并培

训工人学会自救互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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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某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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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职业卫生学调查法 、 检测法以及检查表等方

法 , 识别 、 分析和掌握我国西南某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项目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 , 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措

施的效果。结果显示该项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基本有效 , 达

到职业病危害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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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天然气管道工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方面文献较少 ,

并且输送规模和输送压力均较小 [ 1] , 针对天然气管道干线工

程评价方面还未见报道。为识别 、 分析和掌握天然气输送管

道干线工程试运行过程中职业病危害 [ 2]以及控制情况 , 对我

国西南某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项目 (以下称某项目)进行了

职业病危害调查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方法和依据

采用工程分析法 、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职业病危害因素

现场检测法等方法 , 依据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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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部分:化学 有害 因 素 》

(GBZ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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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 2004)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

范 、 标准 , 按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

(GBZ/T197— 2007)进行评价。

1.2　评价范围和内容

评价范围包括天然气输气站场 、 线路阀室以及输气管线

等。评价内容包括总体布局及设备布局的合理性 , 建筑卫生

学要求 ,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效果 , 辅助用室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 , 职业健康监护 , 应急救援措施 , 职业卫生管理措

施及落实情况等 [ 3] 。

2　结果与评价

2.1　项目概况和工艺流程

某项目包括 4座输气干线站场 、 1座输气支线站场 , 输气

干线 329.6km、 支线约 13.7 km, 埋地敷设;共设 16座线路

截断阀室 , 其中 7座设置远程终端装置 (RTU)。各输气站工

艺流程主要包括天然气除尘分离 、 调节压力 、 计量 、 清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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