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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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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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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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等。

某项目 2008年 10月试运行以来 , 输送净化天然气约 400

×104 m3 /d, 运行压力约 2.3 MPa, 气质组分主要为甲烷

(95.62 mol% ～ 98.03 mol%), 硫化氢含量符合 《天然气 》

(GB17820— 1999)Ⅱ类商品气标准。

作业人员 44人 , 实行三班二运转 , 每班 12 h工作制度。

主要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

投产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评价

天然气管输过程中不添加任何物质 , 不发生任何化学反

应 ,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甲烷 、 非甲烷总烃 、 硫化氢 、 噪

声等 , 站内备用发电机应急运行可能产生 CO、 氮氧化物 、 噪

声。另外 , 项目地处四川盆地 , 存在夏季高温危害。

2.2.1　化学毒物　正常运行状态下 , 定点采样 31个作业点 ,

每个作业点按照采样规范 GBZ159— 2004要求 , 选取检测结果

最高的样品浓度作为检出浓度进行评价 , 主要检测了 5种化

学物质 , 其中硫化氢 、 甲烷 、 非甲烷总烃检测了 486个样品 ,

甲烷参照美国 ACGIH(2009)标准 , 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3。

表 1　输气工各巡检点硫化氢浓度 C-MAC mg/m3

站场名称 检测地点 毒物浓度 C-MAC 合格率

输气站 1

输气站 2

输气站 4

除尘分离区 4.41 100%

计量调压区 1.78 100%

排污池 1.47 100%

一 、 二级调压区 0.89 100%

北外环进站阀组 0.89 100%

排污池 1.49 100%

本项目分离区 0.88 100%

用户分离区 0.88 100%

进站阀室 1.45 100%

　　注:其他巡检点 、 各输气站硫化氢均未检出。

表 2　输气工各巡检点甲烷 、 非甲烷总烃浓度 C-TWA mg/m3

站场名称 甲烷 C-TWA 非甲烷总烃 C-TWA 合格率

输气站 1 116.4 0.32 100%

输气站 2 <5.8 0.51 100%

输气站 3 <5.8 <0.04 100%

输气站 4 83.0 0.22 100%

输气站 5 <5.8 0.30 100%

　　表 3　各巡检点甲烷 、 非甲烷总烃浓度 C-STEL mg/m3

站场名称 检测地点
甲烷

C-STEL

非甲烷总烃

C-STEL
合格率

输气站 1

输气站 2

输气站 4

除尘分离区 899.6 — 100%

过滤分离区 — 0.92 100%

一 、 二级调压区 — 1.41 100%

项目进出站阀组 — 2.83 100%

北外环进站阀组 — 1.05 100%

用户分离区 379.8 — 100%

用户调压区 255.3 — 100%

本项目调压区 — 1.53 100%

　　注:输气站 2各巡检点甲烷均未检出 , 输气站 3、 5甲烷 、 非甲

烷总烃均未检出。

　　可见 , 以上 3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均符合 GBZ2.1—

2007职业接触限值及 ACGIH(2009年)卫生标准要求。随机

检测输气干线 2个站场的备用发电机试运行约 1h时机房空气

中 CO、 NO2浓度 , 结果均符合 GBZ2.1— 2007相关职业接触

限值要求。

2.2.2　物理因素　噪声共检测了 23个作业点 , 按每周 40 h

等效声级计算 , 均符合 GBZ2.2— 2007噪声职业接触限值;照

度共检测 5个作业点 , 在 473 ～ 583lx之间 , 均符合 《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 (GB50034— 2004)的要求;某项目正常运行时

不产生高温 , 但项目所处地区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存在

夏季高温。由于站场工艺装置露天布置 , 工人巡检停留时间

短暂 , 且具有有效的防护措施 , 因此高温对作业人员造成的

职业健康危害可以进行预防和控制 [ 4] 。

2.3　主要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2.3.1　总平面布置及设备布局　某项目各输气站场综合考虑

工程性质 、 工艺流程 、 交通 、 地形 、 风向等 , 尽量选择在地

势较高 、 地形开阔的地方进行布置 , 便于发生天然气泄漏等

事故时气体扩散稀释 。放空区均布置在站场外 , 距离均符合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 (GB50183— 2004)的要求 ,

位于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站场总平面布置模式基本一致 ,

功能分区明确 , 主要包括:工艺装置区 、 进出站阀组区 、 综

合值班室 、 发配电房 、 排污池以及放空区等 , 生产设备多露

天布置。控制室靠近工艺装置区 , 值班宿舍 、 食堂等远离工

艺装置区 , 靠近主要出口处。发配电房与仪表控制室 、 值班

宿舍等保持一定距离 , 站内空地进行了绿化。

阀室根据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 (GB50251— 2003)

规定 , 按不同地区等级 、 沿线分输和站场整合的需要 , 设置

在地形开阔 、 地势较高 、 交通便捷的地方 , 有利于泄漏气体

扩散稀释 , 在≥40 m处设置放空立管 , 阀室均为无人值守。

输气管线埋地敷设。可见 , 某项目总平面布置 、 设备布局基

本符合 《职业病防治法》 及 GBZ1— 2002的相关要求。

2.3.2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调查与评价

2.3.2.1　防毒措施　该项目生产工艺成熟 、 可靠 , 生产过

程为管道密闭输送 , 站内工艺设备多为露天布置 , 自然通风

良好 , 防止有害气体的积聚;调控中心通过 SCADA系统对生

产过程进行远程监控 、 调度 、 管理 , 各站场监控本站生产过

程 , 可对进出站阀门 、 RTU阀室阀门实施紧急截断 , 天然气

紧急放空。阀室均为无人值守 、 无人操作;可燃气体检测仪

经现场调查均按期检定 , 正常运行。同时配备急救箱 、 防爆

对讲机 、 正压式呼吸器等应急救援设备;排污采用双阀 , 全

程湿式排污;清污作业由外委专业队伍负责;采用质量可靠 、

密闭性能好的电动球阀 、 进口蝶阀等 , 放空阀门由 UPS单独

供电 、 布线 , 以确保放空系统不受站内事故干扰并能可靠操

作;在发配电室 、 阀室设通风窗 , 发电机房设置风井 , 配置

轴流风机通风排毒;职业病危害评价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职

业接触限值要求。可见项目防毒措施符合 《职业病防治法》

及 GBZ1— 2002相关要求。

2.3.2.2　噪声防护措施　项目优先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

合理布局 , 将发配电房 、 站场调压区以及放空区等噪声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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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保持适当距离 , 放空排气筒远离站场;将发电机安装

在单层机房内 , 设置隔音门 、 减振基础等隔声 、 降噪措施;

放空采用双阀 , 尽量减少放空次数 , 同时进行站场绿化 , 隔

声降噪。由检测结果可知 , 隔声防噪措施的设置符合 《职业

病防治法》 及 GBZ1— 2002相关要求。

2.3.2.3　防暑降温措施　站场控制室 、 值班宿舍等采用冷

暖空调 , 保持合适室温;在发配电房对开通风窗 、 风井 、 机

械通风 , 排除室内余热;控制室提供冷却纯净水 , 急救箱内

备防暑药物 , 巡检时减少高温接触时间 , 或避开最高气温时

段巡检等综合防暑措施 , 可见相关设施措施符合 《职业病防

治法》 及 GBZ1— 2002相关要求。

2.4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该项目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 标准制定了该公司

《员工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 、 《员工个人劳保用品配

备发放标准》 , 由专人负责劳动防护用品的审定 , 建立了劳动

防护用品台账 , 按 《员工个人劳动防护用品领用登记卡片》

统一进行登记 、 发放。定期发放工作服 (夏 、 春秋)、 工作

鞋 、 安全帽 、 手套 、 风雨衣和长筒雨鞋等劳动保护用品 , 各

岗位安全员负责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某项目劳动防护用品

审定 、 采购 、 发放 、 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合理健全 , 能满足

职工劳动保护的需求 , 符合 《职业病防治法 》 和 《劳动防护

用品配备标准》 (国家经贸委 2000年 3月)、 《有机溶剂作业

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 (GBZ/T195— 2007)等

国家法律 、 法规及标准的相关要求。

2.5　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

在建筑结构上考虑了隔热保暖 、 通风 、 采光照明 、 防噪

防静电等措施;辅助用室 、 室内卫生设施配置 、 卫生条件均

符合 GBZ1— 2002相关要求。

2.6　职业卫生管理

企业设置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 分公司设专职人员 1人

负责指导 、 监督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二级单位设 3名专兼职

人员分别负责员工健康管理 、 HSE体系运行管理及劳动保护 ,

以及工业卫生 、 员工健康及伤残认证鉴定等工作;各作业区

和基层站场设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企业制定了相关的健康管理办法 、员工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管理规定 、安全防护器材管理规定 、有毒有害作业保健津贴管理

规定和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项目所属

二级单位编制了《有毒有害作业保健津贴实施细则》、《员工教育

培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员工职业性健康体检计划及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处理预案》等;各作业区进行配套管理档案的建立 ,

如:职业卫生档案、员工劳动防护用品领用登记卡、员工安全教

育培训登记表 、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有限空间作业票 、HSE活动

记录本等;各输气站制定应急救援预案、事故预案演练记录以及

各种设备运行 、维修记录等。可见项目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完善 ,

执行情况良好 , 能够满足《职业病防治法》及 GBZ1— 2002中关于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需要。

2.7　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每年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所有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

检 , 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单位在 2008年 、 2009

年对 44名接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其中 38名原为

从事输配气工作人员 , 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6位新

员工进行了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分别进行内科 、 外科 、 耳

鼻喉科检查 , 听力测试 (电测听), 心电图 、 B超 、 胸透 、 肝

功 、 血常规 、 尿常规等项目检查 , 受检率 100%, 均未发现与

本职业相关异常 , 排除职业禁忌 , 并建立了职业健康档案 ,

符合 《职业病防治法》 和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卫生

部令 [ 2002] 第 2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 标准规范的要求。

2.8　应急救援

各站场制定了 《应急救援预案》 、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程

序》 等 , 对站场基本概况 、 组织机构及职责 、 应急处置原则

及程序 、 应急预案的培训及演练内容 、 医疗依托等进行了明

确规定 , 每月进行 1次培训和演练。在各作业区应急救援库

房 , 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 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仪 、 便携

式应急灯具 、 汽油发电机 、 防爆排风扇等救援设备 , 符合

《职业病防治法》 及 GBZ1— 2002的要求。

3　结论

本项目做到了职业病防护设施与项目建设的 “三同时 ”,

在工程试运行过程中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正常 , 个体

防护措施到位 , 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得到落实 , 职业病危

害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达到相关职业卫

生法律法规 、 标准规范的要求 。

4　建议

4.1　加强全员 (包括外包 、 临时用工)的教育和培训 , 增

强职业卫生意识 , 提高安全操作技能和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应

急处理及自救 、 互救能力。

4.2　按照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 要求完善警示

说明 , 注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 、 后果 、 预防以及应急救

治措施等内容。

4.3　某项目输送介质为高压天然气 , 事故状态大量气体逸出

或积聚可导致窒息 , 注意落实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日常检测报

警制度。

4.4　项目沿线曾存在碘缺乏 、 氟中毒 、 血吸虫 、 疟疾等多种

地方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 , 虽然均已得到基本控制和消除 ,

仍应加强员工健康教育 , 注意做到坚持食用合格碘盐 , 饮用

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 防蚊灭蚊 , 避免与疫水接触等。

4.5　各站场排污池不定期进行清污时 , 可能存在少量硫化氢

气体 , 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企业 《含硫油气田硫

化氢监测与人身安全防护规程 》 (SY/T6277— 2005)等进行

操作 , 确保作业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5　讨论

某项目生产工艺成熟 、 先进 、 密封性良好 , 卫生工程防

护到位 , 在目前的生产状态下主要化学性毒物 、 物理因素浓

度 /强度均符合相关职业接触限值。 其中 , 甲烷检测到的 3个

样品较大值 , 在同一站场也同时检出硫化氢 , 通过对现场工

况回顾调查及查阅操作记录 , 可能与输气站 1当天进行除尘

器排污操作中清洗排污阀 、 平板闸阀中腔泄压检验阀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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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等过程涉及开放式操作和小量释放天然气 , 以及输气站 4

现场检测时正在进行倒换流程操作有关。

某项目认真落实了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 , 切实保证了职

业卫生专项经费资金的投入 , 做到了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的 “三同时”。在试运行过程中 , 职业病危害因素得到了

有效控制。但应注意 , 随着天然气输送量的增大 , 需要根据

生产实际情况定期对作业场所化学毒物以及噪声进行检测 ,

随时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 以便采取相应的防

护措施 , 确保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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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轮胎生产线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Assessmentofcontroleffectonoccupationalhazardinatyreproducti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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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Jin-long, ZENGDong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对某轮胎生产线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结果显示轮胎生产线主要存在着职工劳动强度大 、 车间照明

不足 、 通风不良 、 高温 、 尘毒积聚等问题 , 并对职工健康造

成一定危害 , 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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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轮胎生产线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评价轮

胎生产线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职工健康的危害。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情况

某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子午胎产品结构调整技改工程 , 主

要产品为子午胎 , 生产能力 120万套 /年。主要原 、 辅材料为

天然橡胶 、 炭黑 、 氧化锌 、 促进剂 、 防老剂等。厂区分为两

部分:炼胶车间和子午胎车间 , 两车间均为密闭式厂房。

1.2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见图 1)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2　结果

2.1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见表 1)

表 1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车间 生产工序 主要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产生部位

炼
胶
车
间

塑炼

备料工 、 入胶工 、 叉车工 、

配小药工、 配硫磺工 、 炭黑

解包工

炭黑 、 氧化锌 、 硫磺 、 防老剂等

粉尘 、 热胶烟气 、 噪声、 不良照

明及不良气象条件

炭黑气力输送装置 、 炭黑粉料自动称量系统 、 胶

料称量 、 投料系统 、 油料输送 、 称量系统 、 小粉

料自动称量装置

混炼

　

密炼工 、 压片工 、 保全工

　

炭黑粉尘 、 热胶烟气 、 噪声 、 不

良照明及不良气象条件

密炼机 、 压片机 、胶片冷却装置

　

子
午
胎
车
间

压延 、 压

出工段

压延工 、 压出工 、 内衬层工 、

钢圈工 、 裁断工

热胶烟气 、 噪声 、 不良照明及不

良气象条件

成型工段

　

　

东区成型工 、 西区成型工 、

成型保全区

　

溶剂汽油气体、 硫化烟气 、 噪声

不良照明及不良气象条件

　

硫化工段
硫化工 、 硫化保全工 、 换胶

囊工 、 推胎工

硫化烟气 、 噪声 , 不良照明及不

良气象条件

钢丝帘布压延生产线 、 内衬层挤出压延生产线 、

二复合挤出生产线、 0°带束层挤出生产线

钢丝帘布斜裁机 、 钢丝帘布纵裁机 、 钢丝帘布裁

断机 、 双工位钢丝圈成型生产线 、 卧式硫化罐 、

一次法轮胎成型机

硫化机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见表 2 ～表 5)

　　收稿日期:2010-03-15;修回日期:2010-06-22

作者简介:杨金龙 (1964—), 男 , 副主任医师 , 主要从事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表 2个体采样结果显示 , 密炼工 、 炭黑解包工等粉尘浓

度超标;苯浓度检测结果大部分不超标 , 仅压延保全工有个

别样品超标 , 成型保全工接近国家标准;各工种甲苯 、 二甲

苯 、 正己烷 、 苯乙烯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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