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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氯乙烯 (vinylchloridemonomer, VCM)相关工

作场所进行职业卫生调查 , VCM合成工段的精馏工 、 聚合工

段的操作工和干燥工段的操作工实际接触 VCM的浓度超过职

业接触限值。对 VCM作业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 未检出

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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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公司为采用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 10万 t的大型国

有企业 , 生产设备较为先进。为了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浓度 (强度)及工人职业暴露水平 , 对该企业氯乙烯相

关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职业卫生调查 、 检测与

评价。

1　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为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企业氯乙烯相关工作场所及该场

所的作业人员。

1.2　采样及检测方法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的要求设置采样点和选择个体采样对象 ,

气相色谱法 (GBZ/T160.46— 2004)对氯乙烯进行定量。

1.2.1　检测条件　检测条件满足工作场所有害物质职业接触

限值对采样的要求;满足职业卫生评价对采样的要求;满足

采样对工作场所环境条件的要求。检测时工作场所气象条件

为晴天 , 室外气温 10 ～ 19 ℃, 相对湿度 44% ～ 56%, 风速为

0.6 ～ 1.7 m/s。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在满负荷正常生产条件下进行 , 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备正常运行。检测 、 采样和分析仪器设备均

经核校和检定。

1.2.2　检测时间和频次　定点采样:选取的采样点在 1个工

作日内空气中氯乙烯浓度最高的时段进行采样 , 连续采样 3

个工作日。个体采样:连续采样 3个工作日 , 其中包括空气

中氯乙烯浓度最高的工作日。

1.3　数据处理

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结果均取 3个样品中的最高值。

1.4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内科常规检查 、 心电图 、 B超 、 血常规 、 尿常规 、 手部 X

线片 、 血清 ALT, 乙肝表面抗原。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了解该公司工段 、 工种的设置

情况 , 作业工人每班人数 、 主要工作地点 , 工作日内在生产

现场的时间等。见表 1。

表 1　工时调查表

厂 /工段 工种
每班

人数

主要工

作场所

每班巡检

次数＊

时间

(min/次)

氯乙烯

合成　

转化工 2 转化器 8次 20～ 30

压缩工 1 螺杆式压缩机 8次 10～ 15

精馏工 1
高沸塔 、 冷凝器、

碱洗塔 、 单体槽
8次 15～ 20

聚合 操作工 6 ～ 7
聚合釜 、 汽提塔、

单体回收
8次 20～ 25

干燥 操作工 3
离心机 、 振动筛、

罗茨风机 、 鼓风机
8次 15～ 20

注:＊各工段均为四班三运转 , 每班 6h, 根据工作量加班或休息。

2.2　氯乙烯相关工作场所浓度检测结果 (表 2)

表 2　工作场所氯乙烯浓度检测结果 mg/m3

工段 工种 CTWA CSTEL 倍数值＊ 超限倍数 判定

合成 精馏工 0.074 ～ 0.93 0.66～ 27 2.7 2 不合格

压缩工 0.21～ 0.60 0.61 ～ 1.80 0.18 2 合格　

转化工 0.65～ 0.67 0.22 ～ 3.80 0.38 2 合格　

聚合 操作工 0.04～ 0.061 0.15 ～ 21 2.1 不合格

干燥 操作工 2.0～ 2.4 0.3 ～ 27 2.7 2 不合格

注:PC-TWA为 10mg/m3。 CTWA是通过个体采样反映 1个工作日

内的平均接触水平 (浓度);CSTEL是指 1个工作日内 , 最高浓度时段

一次采样 15min的检测数据;倍数值为 CSTEL最大值与 PC-TWA的比

值;超限倍数指对未制定 PC-STEL的化学有害因素 , 在符合 8h时间

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情况下 , 任何一次短时间 (15 min)接触的浓度

均不应超过的 PC-TWA的倍数值。

2.3　职业健康体检结果

在岗从事接触氯乙烯作业职工职业健康应检人数 214人 ,

实检人数 209人 , 体检率 98%, 未检出职业病。 209人中 , 体

检结果异常 50人 , 其中脂肪肝和高血压各 19人 , 胆结石 3

人 , 胆囊息肉 3人 , 肝血管瘤 2人 , 预激综合征 2人 , 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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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 2人 , 肾结石 2人 , 肾积水 1人 , 肾囊肿 1人。

3　讨论

氯乙烯 (VCM)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 , 其中 95%用于

合成聚氯乙烯 (polyvinylchloride, PVC)。我国是聚氯乙烯的

生产大国 , 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因此 , 庞大的职业接触氯

乙烯人群的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有研究表明当前标准下仍有一些易感个体仍可能受到损

害 , 因此加强健康监护和个体防护十分必要。

本次职业卫生调查共对 5个工种的作业工人进行了个体

采样 , 检测 34个点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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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 , 氯乙

烯合成工段的精馏工 、 聚合工段的操作工和干燥工段的操作

工接触氯乙烯的浓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VCM是确定的人类致癌剂 [ 1] , 流行病学研究还提示 VCM

可能是一种多系统 、 多器官的致癌剂 , 可诱发多种人类肿瘤。

VCM的活性中间代谢产物———氧化氯乙烯和氯乙醛 , 可导致

DNA损伤 , 诱发基因突变 , 进而引发肿瘤。长期接触 VCM,

对人体健康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其中以肝功能异常为主要

表现。以前对 VCM职业危害的研究 , 主要集中在 VCM的慢

性损伤方面 , 发现 VCM可导致肝脾肿大 、 神经衰弱综合征等

症状出现 [ 2, 3] 。 VCM毒作用最主要的靶器官是肝脏 , 因此以

往很多对 VCM职业暴露的毒性研究都集中在肝损伤上。评价

暴露于肝毒性物质工人肝功能最常用的临床指标是血清 ALT、

AST。肝 B超作为一种无创伤 、 较为便捷的检测手段 , 能较准

确 、 客观地反映肝脏明显的形态学变化 (如肝血管瘤 、 肝囊

肿)和弥漫性实质性改变 (肝肿大 、 脂肪变性 、 纤维化和硬

化), 也比较适合职业性 VCM接触者的健康检查 , 可为职业

流行病学研究和职业性健康监护提供方便。

结合本次职业卫生与职业健康调查结果分析 , 建议经常

对氯乙烯合成工段的一楼精单体槽 、 聚合工段汽提塔四楼的

各种设备 、 氯乙烯回收一楼的各种设备 、 氯乙烯单体槽和干

燥工段的离心机进行维护 , 增加设备的密闭性 , 以减少氯乙

烯的逸散。同时应加强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 提高职工

自我保护意识。做好职工上岗前 、 在岗期间 、 离岗时 、 离岗

后医学随访的职业健康检查 , 使职业病与工作有关疾病能及

时发现 、 及时处理。禁止有职业禁忌证者从事相关有害作业。

加强对生产工人的职业病防治知识教育培训 , 使他们了解岗

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和

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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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炼钢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噪声危害对炼钢厂

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对某大型钢铁企业炼钢厂部分工作场

所进行噪声强度测量 , 同时对接触不同强度噪声的 426名作

业工人进行体格检查 , 结果表明 , 职业噪声除了对作业工人

听力产生损伤外 , 对神经系统 、 心血管系统 、 精神心理均可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 提示应重视噪声危害的治理并建立职

业卫生管理制度 , 以便早期发现职业禁忌和健康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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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是生产环境中常见的一种职业危害 , 除了引起听力

损害外 , 还对神经和心血管等系统产生不良影响。为了解炼

钢厂作业工人噪声的职业危害情况 , 保护炼钢厂作业工人的

身体健康 , 控制和减少炼钢噪声的危害 , 我们对某炼钢厂噪

声危害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某炼钢厂日暴露于生产环境 1 ～ 8个工作时 , 接触不同噪

声强度的 4个工种工人共 426人 (均为男性), 其中炉前工

241人 , 平均年龄 38岁 , 接触噪声强度 8 h等效 A声级为

89.3 dB(A), 平均接触噪声工龄 18.8年;精炼工 68人 , 平

均年龄 38.2 岁 , 接触 噪声 强度 8 h等 效 A声 级为

72.1 dB(A), 平均接触噪声工龄 19.3年;铁水工 57人 , 平

均年龄 37.9岁 , 接触噪声强度 8 h等效 A声级为 68.6 dB

(A), 平均接触噪声工龄 18.5年;脱硫工 60人 , 平均年龄

39.4岁 , 接触噪声强度 8 h等效 A声级为 65.2 dB(A), 平

均接触噪声工龄 1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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