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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依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采用现场

职业卫生学调查法 、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法和检查表法相结

合方式对某公司二氟一氯甲烷生产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

分析 , 并对其控制效果进行评价。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噪声 、 氟化氢 、 三氯甲烷 、 氯化氢 、

五氯化锑 、 氯和氢氧化钠 , 该建设项目的噪声超标 , 合格率

为 83%。其余各检测项目的结果均未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

触限值。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 职业病防护

措施防护效果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 但需要加强对噪声职业病

危害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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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氟化工产业的崛起 , 对二氟一氯甲烷的需求

量日益增加。为满足发展需要 , 某化工公司投资 3 000万元建

设成一条年产 2万 t二氟一氯甲烷的生产线。该项目于 2010

年 3月开始试运行 , 某化工公司委托我单位进行了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 , 现报告如下 。

1　内容与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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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根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对 “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的要求 , 结合某化工公司 2万 t/年

二氟一氯甲烷生产项目的特点 , 采用现场调查法 、 检测检验

法 、 检查表法等评价方法收集数据和资料 , 对试运行期间作

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职业健康影响进行评价。

1.3　评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评价规范》 等职业卫生相关的法律 、 法规及相关标准规范

是评价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书和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方案等是评价的基础依据。

2　结果及分析

2.1　项目概况

项目的劳动定员为 40人 , 使用的主要原料为无水氢氟

酸 、 三氯甲烷和液氯。使用自动化控制方式和密闭化安装 ,

提高了操作和巡检工人作业的安全性。

2.2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见图 1)

图 1　二氟一氯甲烷生产工艺流程图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该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由于本次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期间为非高温月份 , 故本次评价对高温进行

了辨识 , 但是并未对高温进行检测。

表 1　二氟一氯甲烷生产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

因素名称
存在形态

人体接触

主要途径
接触岗位

二氟一氯甲烷 气态 呼吸道 投料、 水碱洗、 精馏、 干燥

氟化氢 气态 呼吸道 压料和投料

三氯甲烷 气态 呼吸道 投料、 压料

氯化氢及盐酸 气态、 液态　呼吸道、皮肤
氯化氢吸收、 盐酸贮存、 分

析、中控室

五氯化锑 气态 呼吸道 投料、 压料

氯 气态、 液态 呼吸道 投料、 分析、中控室

氢氧化钠 气态 呼吸道和皮肤 配碱

三氟甲烷 气态 呼吸道 尾气回收

噪声 声波 耳道 投料、 盐酸吸收 、水碱洗 、

精馏、 干燥、冷冻

高温 热辐射 皮肤及神经系统投料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和检测

根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 本

次检测每种化学毒物连续检测 3 d, 每个检测点每天上下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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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1次 , 所以每个检测点有 6个短时间接触浓度 (STEL)

值 , 每个岗位有 3个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值;职业接

触限值为最高容许浓度的检测点 , 每个检测点也同样有 6个

检测值。本次噪声检测时间为 1 d, 每个检测点检测 1次。各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2～ 6。

表 2　噪声检测结果

岗位
接触噪声时间

(h)

8h等效连续

A声级值(dB)

职业接触限

值 (dB)
结果判定

投料 7 77 不超标

盐酸吸收 7 78 不超标

水碱洗 7 79 85 不超标

精馏 7 79 不超标

干燥 7 74 不超标

冷冻 7 99 超标　

表 3　氟化氢的检测结果

岗位
检测结果

(mg/m3)

最高容许浓度限值

MAC(mg/m3)
结果判定

压料 0.02～ 0.35 不超标

投料 0.87～ 1.70 不超标

分析 0.03～ 0.13 2 不超标
中

控室
0.02～ 0.33 不超标

表 4　三氯甲烷的检测结果

岗位

名称
检测地点

STEL

(mg/m3)

TWA

(mg/m3)

超限

倍数

PC-TWA

(mg/m3)

结果

判定

压料　三氯甲烷计量槽巡视位 2.24 ～ 2.24

休息室 2.24 ～ 2.24
2.24 ～ 2.24 不超标

投料　反应釜巡视位 2.24 ～ 2.24

休息室 2.24 ～ 2.24
2.24 ～ 2.24 2.0 20 不超标

分析　操作位 2.24 ～ 10.8 1.96 ～ 5.71 不超标

中控室操作位 2.24 ～ 2.91 1.96 ～ 2.25 不超标

表 5　氯化氢 (盐酸)的检测结果

岗位 具体采样位置
检测结果

(mg/m3)

最高容许浓度限值

MAC(mg/m3)

结果

判定

氯化氢吸收 氯化氢精馏塔巡视位 0.27 ～ 0.90 不超标

盐酸循环槽巡视位 0.27 ～ 3.49 不超标

盐酸贮存 盐酸大槽巡视位 0.27 ～ 2.30 7.5 不超标

分析 操作位 0.27 ～ 1.18 不超标

中控室 操作位 0.27 ～ 1.26 不超标

表 6　锑及其化合物 (五氯化锑)的检测结果

岗位

名称
检测地点

STEL

(mg/m3)

TWA

(mg/m3)

超限

倍数

PC-TWA

(mg/m3)

结果

判定

投料 反应釜巡视位　　　　 0.08 ～ 0.24 0.16 ～ 0.22 3 0.5 不超标

压料 五氯化锑计量槽巡视位 0.10 ～ 0.24 0.17 ～ 0.23 3 0.5 不超标

2.5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2.5.1　防毒设施　 (1)该项目在每楼层都安装通风设施 ,

风机的数量能够满足通风的要求。 (2)该项目安装有防爆阀 ,

具体数量和位置能够满足防护要求。 (3)每层楼都安装有相

应的报警器和洗眼器 , 数量和位置符合防护要求。 (4)设备

检修时 , 维修人员配备了防毒面具 , 并严格按照安全规定进

行操作。

2.5.2　防噪声设施　 (1)该项目在总平面布置上考虑了生

活区和生产区的合理布局 , 同时进行了绿化 , 达到了降噪的

目的 , 生产区高噪声设备与不产生噪声的设备分开布置 , 也

起到了降噪的功用。 (2)该项目在冷冻岗位安装有隔音门和

隔音窗 , 配备的数量不能满足卫生防护的需要 , 建议企业进

一步改进和完善噪声防护设施。

2.5.3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该化工公司制定有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 和 《劳动用品发放标准》 , 其中对

职业卫生防护用品的购买与保管 、 发放与使用以及领用程序

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 强调了巡视操作工人在相应的劳动场

所必须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作业工人在操作和巡视时 , 都按

照相关规定佩戴使用了个人防护用品 , 执行情况良好。该项

目配备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耐酸碱工作服 、 工作帽 、 防砸

工作鞋 、 防护手套以及眼护具 、 防毒护具 (防毒面具和空气

呼吸器)、 护听器 (耳罩)等。

2.5.4　职业卫生管理　该公司设置有专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

构 , 制定了一系列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

知识培训 , 并制定有职业卫生现场检测制度 , 定期委托有资

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现场的化学毒物和噪声等

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该项目成立了职业卫生专项管理机构和

应急救援机构 , 按照管理要求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健康体检机

构对上岗 、 在岗 、 离岗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并建立

了职业卫生档案。总体上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基本能满足职业

病防治的需要。

2.5.5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该项目实际劳动定员 44人 , 全

部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 包括查体 、 高仟伏胸片 、 血尿常规 、

肝功能 、 尿氟 、 B超 、 心电图 、 肺功能 、 听力检测等体检项

目 , 未发现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

3　评价

3.1　该项目压料岗位 、 投料岗位 、 氯化氢吸收岗位 、 冷冻岗

位等为关键控制点。

3.2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 , 除冷冻岗位的噪声超标外 , 化学毒

物的浓度没有超标 , 化学毒物的合格率为 100%, 噪声的合格

率为 83%。该项目为噪声岗位工人配备了耳罩 , 能有效降低

噪声 18分贝 [防护效果 =耳塞降噪能力 (30分贝) ×系数

(0.6) =18分贝 , 在本次检测的噪声超标岗位等效连续 A声

级为 99分贝 , 通过使用该耳罩 , 能将作业工人实际接触到的

噪声降到 81分贝 ] , 依据相关的职业卫生标准 , 作业工人实

际接触的噪声在国家卫生标准限值以内 , 故能达到保护作业

工人听力的效果。

3.3　该项目厂方按照报告书提出的意见完成整改以后 , 在确

保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正常 , 个人防护措施应用到位 ,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完善的情况下 , 该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

控制措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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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

该项目涉及高毒物品五氯化锑 , 但是在厂方的专项应急

救援预案里 , 没有将五氯化锑列出来 , 也未进行相关的应急

防护 , 所以建议厂方完善应急救援专项预案 , 对该项目涉及

的全部高毒物质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另外本次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不够完善 , 没有专门针对

氯气和盐酸工种的健康体检 , 而所作检查仅针对于接触有机

氟的作业人员 , 建议企业以后安排职业健康体检时严格按照

该项目所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 , 安排相关工种的人员

做相应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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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职业卫生检测 、 职业健

康检查等方法收集数据和资料 , 并结合职业病防护措施 、 个

人职业病防护水平和定量分级结果 , 对 700万 m2 /年低反射玻

璃生产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进行分析 , 评价相应的防护措

施效果。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是粉尘 ,

现场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 (或强度)基本低于国家现行

标准。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完善可行 , 防护效果

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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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外资玻璃制造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 在国内投资 2.9

亿元 , 新建一套年产 700万 m2低反射玻璃生产线 , 产品主要

用于太阳能光伏电池的盖板玻璃。受企业委托 , 我们对该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进行评价 , 结果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分布 、 强度及其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 以及项目的总体布局 、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要求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

施及效果 , 辅助用室 , 个人防护用品 , 职业健康监护 , 职业

卫生管理措施及落实情况等。

1.2　评价方法

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职业卫生检测 、 职业健康检查

等方法收集数据和资料 , 采用检查表法和定量分级法评价项

目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其对健康影响 、 职业病防护

措施的落实情况。

1.3　评价依据

以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和职业卫生标准规范 , 如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 《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1— 2007、 GBZ2.2— 2007)、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

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等及项目的可研报告做为评价依据。

2　结果

2.1　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一套 700万 m2 /年低反射玻璃生产线 , 操作人员

360人 , 主要由玻璃生产和玻璃加工两个部分组成。玻璃生产

工艺采用压延法集中控制方式 , 自动化程度较高;加料采用

半自动密闭传输方式;玻璃加工采用自动化涂覆装置将一种

低反射膜药液涂覆在玻璃表面经过烘干 , 在玻璃表面形成一

种低反射膜同时进行钢化。

2.2　工艺流程 (图 1)

图 1　低反射膜玻璃生产工艺流程图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 1]

2.3.1　粉尘　硅砂是生产原板玻璃的主要原料 , 同时添加原

料还包括白云石 、 氧化铝 、 碳酸钠 、 碎玻璃等物质 , 员工在 1

楼硅砂加料口 、 碎玻璃加料口 、 3楼加料口 、 6楼加料口 、 硅

砂仓库 、 碎玻璃运输车等工位加料 、 原料运输等作业时可能

接触粉尘。

2.3.2　毒物　玻璃加工生产过程中 , 在低反射膜涂覆液配

制 、 涂覆等作业过程中接触涂覆液中甲醇 、 异丙醇 、 硝酸等

毒物 , 污水处理过程中需要添加酸碱 , 调节污水的 pH值 , 人

工添加时可能接触到盐酸和氢氧化钠。钢化线使用二氧化硫 ,

20 kg罐装液态二氧化硫存放在钢化线设备旁 , 通过密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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