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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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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到钢化线玻璃下方 , 通过喷嘴喷在玻璃表面 , 形成保护

层 , 钢化线巡检人员可能接触到二氧化硫。

2.3.3　噪声　投料 、 窑炉巡检 、 玻璃裁切 、 玻璃上线 、 玻璃

研磨 、 玻璃涂布 、 玻璃钢化 、 玻璃检查等岗位接触噪声 , 噪

声来源主要是玻璃研磨机 、 空压机 、 玻璃切割设备 、 冷却塔 、

风机和泵等设备 , 同时风机房 、 空压机房等设备巡检也接触

设备噪声。

2.3.4　高温　玻璃窑炉和钢化线存在热源 , 窑炉内温度

1 600℃, 钢化炉内 700℃, 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高温危害 ,

巡检人员可能接触到高温危害。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2.4.1　现场空气中粉尘浓度　对投料车间的投料和玻璃加工

车间的研磨等岗位接触的粉尘浓度进行检测 , 结果见表 1。

表 1　低反射膜玻璃生产项目车间粉尘检测结果 mg/m3

检测地点

(岗位)

粉尘

种类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STEL 超限倍数 TWA PC-TWA

结果

判定

1楼投料口 矽尘＊ 0.97 1.9 0.46 0.5 合格

3楼投料口 氧化铝 5.30 1.30 2.80 4 合格

6楼投料口 白云石 3.00 0.38 1.70 8 合格

6楼投料口 其他粉尘 2.30 0.29 1.50 8 合格

碎玻璃投料口 矽尘＊＊ 1.10 1.60 0.63 0.7 合格

装卸驾驶室 矽尘＊＊ 0.70 1.00 0.52 0.7 合格

硅砂库 矽尘＊ 0.30 0.60 0.24 0.5 合格

注:＊是指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大于 80%;＊＊是指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50% ～ 80%。

2.4.2　作业场所空气中毒物检测结果　对车间低反射膜涂覆

液的配制 、 涂覆和污水处理等作业岗位空气中的甲醇 、 异丙

醇 、 硝酸 、 二氧化硫 、 氢氧化钠 、 盐酸等毒物浓度分别进行

检测 , 结果见表 2。

表 2　低反射膜玻璃生产项目车间空气中毒物检测结果 mg/m3

检测地点

(岗位)

毒物

种类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STEL TWA MAC PC-STELPC-TWA

结果

判定

涂覆液配制间
甲醇

1.520 1.340
— 50 25 合格

涂覆线　　　 0.526 0.431

异丙醇
12.50 10.00

　 — 700 350 合格
1.81 0.660

硝酸＊
0.13 0.009

— 10 5 合格
0.08 0.007

涂覆线　　　二氧化硫 0.800 0.025 — 10 5 合格

污水处理站　 盐酸 0.623 — 7.5 — — 合格

氢氧化钠 0.024 — 2 　— 　—
轻度危

害作业

注:＊鉴于目前国内没有制定硝酸职业接触限值 , 本次评价我们参照

二氧化氮的采样方法分析 , 以二氧化氮的接触限值为判定标准。

2.4.3　生产性噪声　对车间主要噪声作业岗位进行检测 , 结

果见表 3。

2.4.4　作业场所的高温检测　对车间窑炉 、 钢化炉等高温岗

位进行高温检测 ,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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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级 , 结果见表 4。

　表 3　低反射膜玻璃生产项目车间噪声检测结果 dB(A)

检测地点

(岗位)

检测结果

等效声级 [ dB(A)]

接触时间

(h)

职业接触限值

[ dB(A)]

结果

判定

1楼原料投料口 78.1 ～ 79.8 4 88 合格　

3楼原料投料口 85.0 ～ 85.9 4 88 合格　

6楼原料投料口 85.8 ～ 86.0 4 88 合格　

碎玻璃投料口 78.0 ～ 79.1 4 88 合格　

熔窑 87.1 ～ 87.9 2 91 合格　

成型 85.6 ～ 86.6 2 91 合格　

切割控制台 82.3 ～ 83.1 8 85 合格　

采板 73.2 ～ 73.9 8 85 合格　

加工磨边 90.1 ～ 91.5 8 85 不合格

加工钢化 87.2 ～ 88.5 8 85 不合格

钢化清洗 90.3 ～ 91.2 8 85 不合格

表 4　作业场所高温检测结果

检测

岗位

接触

时间率

体力劳动

强度分级

WBGT

指数(℃)

WBGT

　限值(℃)

结果

判定

窑炉巡检 25% Ⅰ (轻劳动) 36.96 33 不合格

退火炉 25% Ⅰ (轻劳动) 33.72 33 不合格

成型采板 100% Ⅱ (轻劳动) 31.34 28 不合格

钢化炉巡检 25% Ⅰ (轻劳动) 32.13 33 合格　

2.5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2.5.1　防尘措施　该项目在前段生产过程中以防尘为重点 ,

采取密闭作业和湿法作业方式 , 整个投料系统采用密闭管路

输送 , 采用袋装湿润的原料硅砂 , 投料岗位定时喷水作业 ,

保证地面湿润;在整个投料系统的每个投料口单独设置通风

除尘装置 , 各投料口均设有下吸风式滤筒式布袋除尘装置 ,

形成局部负压 , 减少投料时硅砂粉尘逸散;收集的粉尘采用

布袋收集集中处理 , 整个项目在粉尘作业点共设置 21台除尘

设备 , 保证了投料系统的除尘效果 [ 2] 。

2.5.2　防毒措施　该项目产生有毒物质的生产过程主要是玻

璃加工工艺的低反射膜药液 (AR液)配制和钢化线涂布工

位。整个涂布系统全过程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 , 管道化生

产 , 减少泄漏的可能性。 AR液配制在车间外部的单独配药间

完成 , 配药间设有 3个单独的排风装置 , 其中 2个下排风管

路 、 1个上排风管路。配好的 AR液储存在贮罐中通过管路自

动输送到生产线 , 减少了工人接触有害化学物质的机会。 AR

液涂覆工位相对密闭 , 涂覆设备内设有排风装置 , 在涂覆线

上方设有 8个排风口 , 检测罩口风速平均为 2.5 m/s, 整个生

产过程采取自动化操作控制。玻璃加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液

态二氧化硫采用密闭罐储存 , 密封管道输送到涂覆生产线 ,

气态形式喷流在玻璃板下方 , 再通过涂覆工位的排风装置排

出。整个生产车间屋顶两侧各安装 4台离心通风机 , 2条事故

通风管路贯穿车间 , 设有 16个通风口 , 事故通风换气次数不

低于 12次 /h。

2.5.3　防噪声措施　项目在满足工艺技术要求前提下 , 尽量

选用先进 、 低噪设备。噪声与振动强度相对较大的生产设备

如真空泵机组 、 空压机 、 风机集中安装在厂房的底层 , 真空

泵房 、 空压机房设置于单独的实体墙建筑内 , 降低了共振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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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 减少了对周围生产环境和作业人员的影响。同时对噪声

较大的空压机房 、 窑炉冷却风机组 、 玻璃加工区进行了消音

工程改造。在主要噪声冷端水洗机房及药液涂布区各风机的

进风口 , 配置了消声器和消声板 , 降噪效率达到原噪声水平

的 70% [平均降噪 20 dB(A)] ;在一楼窑炉冷却风机组区域

应设置消音板 , 对空压机房门进行隔音降噪处理 , 窑炉风机

加罩密封 , 降低风机噪声对其他工作区域的影响。

2.5.4　防高温　发热源单独设置在车间一侧 , 与其他生产单

元隔离 , 在产生高温的区域 (熔窑以及蓄热室)采用保温棉

保温 , 加设隔热墙 , 减少热量的散发。在热端设置了员工休

息室和控制室 , 内设空调室 , 同时减少现场巡检的次数 , 缩

短员工接触高温的时间。作业现场放置冷风机 , 让员工在现

场作业时能够利用冷风机降温。

2.5.5　个人防护用品　项目依据生产工艺特点和作业人员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具体情况 , 制定了个人防护用品的管理规

章 , 为作业人员配备相应的合格个人防护用品 , 根据岗位确

定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类型 、 数量 、 更换周期。员工在进入

作业场所工作时按规定穿戴工作服 、 工作鞋 、 安全帽 , 投料

作业时穿戴防尘工作服及防尘口罩 、 防护手套等 , 涂布作业

时戴防毒口罩 、 防护眼镜 、 耐有机溶剂防护手套等;原板制

造 、 玻璃加工 、 空压系统等噪声岗位作业时佩戴耳塞;巡检

人员配备了防火隔热服 、 耐热头套 、 耐热手套等物品 , 在进

入高温区域时穿戴。

2.6　职业健康监护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设有医务室 , 内设一名专业医师和两名护士 , 负

责员工的日常医疗卫生服务 , 并定期组织员工到有资质的机

构 ,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的要求 , 开展岗前 、 岗

中 、 离岗等职业健康检查。为员工建立了健康监护档案 , 对

体检中发现的职业禁忌人员及时调离。 2009年按照 《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 》 (GBZ188— 2007)的要求 , 体检项目针对

职工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具体情况为内科 、 五官科 、

心电图 、 血常规 、 肺功能 、 高仟伏胸片 、 电测听等。共对在

岗员工 448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 体检率达 100%。体检发

现职业禁忌证 9例 , 其余正常。对 9名噪声禁忌证员工及时

调离原岗位 , 安排到非噪声岗位。

3　评价结论

通过以上评价可以看出 , 该建设项目各项评价要素基本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规 、 标准 、 规范

的要求 , 部分检测指标和工程防护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 , 在

完成整改之后 , 其职业病危害的控制措施是可行的 、 有效的。

4　建议

4.1　完善通风除尘工程防护控制措施和管理。作业人员在投

料时应降低物料落差 , 投料破袋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作业规

程 , 减少投料过程中粉尘的产生和扩散 。同时加强对通风除

尘防毒装置的定期检查维护 , 保证运转可靠 、 有效 , 达到设

备及设施的设计要求 。加强现场管理 , 做好原料仓库和原料

车间的清洁工作 , 定期清除投料作业区 、 运载车驾驶间内的

积尘 , 防止二次扬尘。

4.2　加强个人防护管理 , 作业员工上岗必须佩戴合格的个人

防护用品。重点加强员工的听力保护 , 严格控制接触噪声时

间 , 进入噪声岗位必须佩戴耳塞或者耳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4.3　加强职工的噪声 、 粉尘等职业病危害的职业健康监护工

作 , 鉴于该建设项目存在矽尘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大于

80%), 建议增加接触矽尘员工的体检频次。

4.4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高温作业劳动保护规定 , 对从事高温

作业人员要在夏季高温季节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 减少作业时

间 , 保证防暑降温饮料供应 , 增加膳食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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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某化肥厂卫生工程防护措施探讨
Discussiononhygienicengineeringforprotectionofoccupationaldisease

atacertainfertilizerplantinChongqingcity

陈娜 , 周敏
CHENNa, ZHOUMin

(重庆市长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 , 重庆　401220)

　　摘要:通过系统工程分析法 , 探讨某化肥厂作业环境氨浓

度 、 噪声强度超标的原因, 提出相应的卫生工程及整改措施。对

整改前后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进行对比, 验证控制效

果。此次整改降低了工作场所空气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 (强

度), 改善了作业环境。与整改前相比 , 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氨浓

度在吸氨工段下降 93.7%, 在离心机处下降 95.4%。提示卫生工

程防护措施作为已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预防控制的首选方法,

在应用过程中 , 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 力求实现卫生工程控制措

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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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工程是工程技术知识在卫生防护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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