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 , 说明该装置所采取的各种防护措施

是有效的 [ 1] 。

针对石化行业特点结合作业场所事故时可能产生的职业

危害因素 , 应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

期进行演练 , 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 、 检修 ,

确保其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以应对突发事故 , 同时应加强在

设备维修及机械清污时的安全防护 , 采取通风 、 防毒等措施 ,

避免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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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及检测分析法进行苯加氢

生产线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 评价其控制技术措施的可行性。

结果显示 , 该生产线化学毒物及噪声监测结果均合格。控制

职业病危害的主要技术措施是实现自动化 、 密闭化生产 , 远

程控制及具备切实可行的安全操作规程 , 严防化学有害物跑 、

冒 、 滴 、 漏及安全生产事故导致的急性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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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加氢生产工艺是目前粗苯精制及生产苯衍生产品的工

艺技术。某焦化厂采用先进的粗苯低温加氢工艺及萃取蒸馏

技术 , 对焦化粗苯进行加氢精制和萃取蒸馏 , 提取高纯度苯 、

甲苯和二甲苯等苯系列产品。为了解该工艺职业病危害程度 ,

我们对苯加氢生产线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识别 , 并对其控

制技术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1　调查内容

粗苯化学组分 、 成品 、 半成品 、 生产工艺;操作工巡检

路线 、 作业方式 、 职业病防护设施;职业卫生现状。

1.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方法

按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GBZ/T160— 2007)

等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样品检测分析;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

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 2004)进行现场设点

采样;按照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 8部分:噪声 》 GBZ/

T189.8— 2007进行噪声测量。

1.3　评价方法

以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GBZ2.1— 2007)判断化学毒物检测结果 , 以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GBZ2.2— 2007)噪声作

业卫生限值判断噪声测量值。以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卫法监发 [ 2002] 63号)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 以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评价职业病危害防

护设施及职业卫生现状。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苯加氢生产线于 2009年 1月投入试运行。该生产线为年

处理 5万 t粗苯的加氢精制装置 , 年产高纯苯 3.47万 t, 甲苯

0.67万 t, 二甲苯 0.31万 t。该生产线加氢蒸馏工艺采用国外

焦化苯加氢 /萃取蒸馏先进技术 , 引进关键设备及仪器 , 基本

实现连续化生产及自动控制。 生产装置露天设置 , 由制氢 、

加氢 、 预蒸馏 、 萃取等设施组成 , 与油库及装卸台等辅助设

施呈一字型由东向西布置。加氢 、 蒸馏 、 萃取装置设置 3 ～ 5

层平台 , 氢气压缩机采用混凝土框架支撑。该生产线主要包

括制氢单元 , 加氢转化单元 , 预蒸馏系统 , 萃取蒸馏单元 ,

原料及产品贮存单元 , 辅助工程 (变电所 、 循环水系统 、 空

压站)。

生产线员工总数 66人 , 接害员工 48人。 制氢 、 循环水

泵 、 空压巡检工以接触噪声为主;加氢转化巡检工 、 预蒸馏

巡检工 、 萃取蒸馏巡检工 、 罐区巡检工接触苯及苯系物 、 氨 、

硫化氢及噪声;集中控制室操作工使用微机终端并控制仪表 ,

为视频作业。

2.2　生产工艺

苯加氢主要工艺流程:原料储罐※过滤器※预蒸发器※

氢气压缩机※多段蒸发器※预反应器※主反应器※高压分离

器※稳定塔※预蒸馏塔※ (二甲苯塔)※萃取蒸馏塔※ (非

芳烃)※汽提塔※苯 、 甲苯塔※成品

2.3　防毒及噪声控制技术措施

2.3.1　防毒设施　本生产线自动化 、 机械化程度较高 , 工艺

设备均为目前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 , 符合现代化 、 自动化控

制系统的发展方向。主要生产装置采用露天布置 , 可以起到

稀释有害化学物质 , 防止有害物聚集导致职业中毒等事故发

生的作用;集中控制室实现了远程控制;在非装置区设置了

独立的操作工休息室 , 减少了劳动者的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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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逸出有害气体的生产过程 , 如反应部分和关键设备

处设置多套安全联锁保护装置 , 系统一旦发生异常 , 联锁自动

泄压 , 同时通入高压氮气 , 防止事故发生。在主要设备和管线

上安装在线分析仪 , 连续检测系统中危险物料的含量。 在有毒

和可燃气体容易泄漏的生产装置和罐区 , 设置了硫化氢和可燃

气体报警仪。对室内物料存储罐区设有紧急疏散通道及事故通

风设施 , 各种输送 、 使用腐蚀性物料的设备 、 管道均选用不锈

钢材料或加防腐蚀衬里 , 防止和减少设备 、 管道腐蚀而引起物

料泄漏。

在接触腐蚀性物料的岗位附近 , 设置固定的洗眼器和淋浴

设备 , 在现场配备空气呼吸器和急救设备。巡检工人对易造成

急性硫化氢中毒的作业场所巡检作业时 , 携带便携式硫化氢报

警仪。

2.3.2　防噪声设施　空压机 、 循环水泵均选用低噪声型号产

品 , 设减振基础措施 , 强振设备与管道间采取柔性连接方式 ,

气体动力噪声源安装消声装置。集控室 、 休息室均按隔声要求

设有隔声门窗。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结果

2.4.1　有毒物质检测　检测有毒物质 6种 , 分别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 、 对二甲苯 、 氨 、 硫化氢。经检测 , 各单元加氢转化巡

检工 、 预蒸馏巡检工 、 萃取蒸馏巡检工 、 罐区巡检工 8 h时间加

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PC-TWA)要求;各作

业岗位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短时间接触容

许浓度 (PC-STEL或 MAC)的要求 , 见表 1。

表 1　主要车间空气中毒物短时间浓度检测结果 mg/m3

检测地点 检测项目 范围 最大值

加氢主反应器

苯 0.8 ～ 2.3　 2.3

甲苯 9.6 ～ 17.1 17.1

氨 0.98 ～ 1.24 1.24

硫化氢 2.36 ～ 4.50 4.50

萃取蒸馏塔

苯 0.7 ～ 2.6 2.6

甲苯 5.2 ～ 20.7 20.7

氨 5.37 ～ 12.29 12.29

硫化氢 1.28 ～ 3.19 3.19

注:苯 PC-STEL为 10mg/m3 , 甲苯 PC-STEL为 100mg/m3 , 氨PC-

STEL为 30mg/m3 , 硫化氢 MAC为 10mg/m3。

2.4.2　噪声测量　制氢巡检工 、 加氢转化巡检工 、 预蒸馏巡

检工 、 萃取蒸馏巡检工 、 循环水泵工 、 空压机操作工 8 h等效声

级(A)均符合国家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85 dB(A)要求。

空压站空压机岗位噪声声级 95 dB(A);循环水泵岗位噪声声

级 92dB(A)。

2.5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本次体检由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某

疾控中心承担。应检 48人 , 实检 43人 , 其中苯及苯系物体检

34人 , 加做电测听检查;空压站等 9名操作工按噪声作业体

检。按照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项目检查 , 结果均未检出职业

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

3　讨论

粗苯主要含有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三甲苯等芳香烃 , 还含

有少量的不饱和烃 、 硫化物 、 饱和烃和吡啶碱类等。粗苯精制

的主要产品是苯 、 甲苯 、 二甲苯 , 还含有 0.6% ～ 2.0%的二硫

化碳 , 0.2%左右的硫化氢和溶剂油等 [ 1] 。

根据原料 、 辅料 、 产品 、 副产品及生产工艺综合分析 , 本

生产线生产过程中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 、 甲苯 、 二甲

苯 、 氨 、 硫化氢 、 噪声等。 该生产线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 法

规 、 标准 、 规范的要求 , 在总平面布置 、 设备布局 、 生产工

艺 、 车间建筑设计和防毒 、 防噪声卫生工程技术等方面采取了

相应的职业卫生技术防护措施 , 基本达到了 《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 (GBZ1— 2002)中相关要求。监测结果显示 , 化学毒

物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 噪声监测合格。

综上所述 , 该生产线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良好 , 职业病危害综

合控制措施基本可行 ,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基本符合国家有关

卫生要求。

化工行业生产工艺及生产过程的特点是管道化 、 自动化 、

密闭化 , 生产装置多由管道连接 , 各类阀门繁多。因此 , 其职

业病危害重点控制措施应以化学有害物跑 、 冒 、 滴 、 漏及安全

生产事故导致的急性中毒控制为主 , 应在化学有害物聚集或易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工作场所安装监视设施 , 实施全程监控。

另外 , 加强巡检工人的个体防护 , 为其配备苯 、 氨 、 硫化氢等

相应的便携式报警仪 , 补充完善应急救援预案 , 对工人进行毒

物泄漏的自救互救培训 , 掌握应急救援器材操作尤为重要 [ 2] 。

职业卫生实践中 , 检 、 维修作业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导致急性职

业中毒的事故亦不容忽视。

目前 , 化工行业噪声危害已是正常工况下主要的职业病危

害之一。化工行业重要的生产设备如空气压缩机 、 循环水泵等

均为高噪声设备 , 其噪声声级多在 90 dB(A)以上 , 不仅要采取

有效的防噪声工程技术措施 , 还应为巡检工人配备防噪声耳塞

或耳罩 , 避免生产性噪声对工人听力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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