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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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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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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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措施是改进工艺 , 改进生产过程或采用一些工程技

术措施 , 使劳动者不接触或少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随着我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 职业医学领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 新问

题。控制职业病危害源头 , 并在一切职业活动中尽可能控制

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产生 , 是落实职业病危害 “前期预

防” 控制制度的中心内容。 受重庆市某化肥厂委托 , 本单位

对该企业工作场所空气中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 并提出

卫生工程控制措施 , 验证其控制效果。

1　方法

1.1　检测与评价方法

利用系统工程分析法对主要职业危害因素进行定性分析 ,

依据 《工作 场所空 气中 有害物 质监测 的采 样规 范 》

(GBZ159— 2004)、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 2007)对工作场所空气中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

进行定量分析 , 对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 (强度)

进行检测 , 对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效果进行评价。

1.2　资料来源

通过对生产工艺 、 作业环境 、 劳动过程进行现场职业卫

生学调查 , 确认存在主要职业危害因素的种类 、 环节 、 岗位

分布以及接触的时间和方式。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 , 对有害

物质进行采样和检测 。

2　工程分析与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2.1　工程分析

转化及脱碳工段:利用水蒸气转化法制氢气 , 生成氢气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压缩工段:将氮气 、 氢气经三联压缩

机压缩后 , 送合成氨工段。合成氨工段:压缩后气体进入氨

气合成塔 , 完成合成工序。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识别

2.2.1　制氨气　转化及脱碳工段处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为硫化氢 、 一氧化碳 、 噪声 , 压缩工段存在的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为噪声 、 硫化氢 、 氨 , 合成氨工段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为氨。

2.2.2　制碳铵　吸氨工段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氨 ,

制碳铵溶液工段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氨 、 噪声 , 制碳铵

晶体工段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氨 、 噪声。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2.3.1　某化肥厂整改前化学危害因素及噪声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2。

表 1　某化肥厂化学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mg/m3

岗位
检测

项目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CMAC TWA STEL MAC PC-TWA PC-STEL

评价

结果

合成工段 NH3 — 4.32 5.90 — 20 30 合格

压缩工段 H
2
S <0.57 — — 10 — — 合格

NH3 — 0.39 0.48 — 20 30 合格

制氢及脱

碳工段

H2S <0.57 — — 10 — — 合格

CO — 3.10 — — 20 — 合格

吸氨工段 NH3 — 29.50 50.0 — 20 30 不合格

碳化塔 NH3 — 2.61 3.20 — 20 30 合格

离心机 NH3 — 22.0 37.0 — 20 30 不合格

表 2　某化肥厂噪声检测结果 dB(A)

岗位　　　 检测结果 (LEX, 8h) 接触限值 评价结果

压缩工段 92.6 85 不合格

转化及脱碳 75.6 85 合格　

碳化塔 83.6 85 合格　

离心机 86.9 85 不合格

2.3.2　某化肥厂整改后氨浓度及噪声强度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4。

表 3　某化肥厂整改前后氨气检测结果

岗位 时间
采样时间

(min)

采样气流流

量 (L/min)

气流体积

(L)

TWA

(mg/m3)

吸氨工段 整改前 15 0.2 3 29.5

整改后 15 0.2 3 1.85

离心机　 整改前 15 0.2 3 22.0

整改后 15 0.2 3 1.02

表 4　某化肥厂整改后噪声检测结果 dB(A)

岗位 检测结果 (LEX, 8h) 接触限值 评价结果

压缩工段 76.4 85 合格

离心机　 79.5 85 合格

3　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原因分析

3.1　氨浓度超标原因

吸氨塔处:吸氨塔不符合建筑设计卫生要求。吸氨塔位

于室内 , 室外处于厂房的背风面。该车间利用自然通风进行

全面换气 , 通风口面积和为 5.6 m2 , 通风口进风速小于 0.15

m/s, 该区域面积为 (6.4 m×7.4 m), 设置了 3个吸收塔

(R=1.5 m), 空间高度 3m, 吸收塔靠近墙角。采用中送-中

排式通风 , 穿堂风未经过操作区域直接流出。这种气流组织

形式致使有害物源的分布及其散发不均匀 [ 1] 。通风量不足 、

气流组织方式不良是该处氨浓度超标的主要原因。

过滤式离心机处:该处空间容积为 (4 m×4 m×3 m),

通风口面积为 2 m2 , 室内气流速度 <0.1 m/s。该车间利用自

然通风进行换气。操作人员打开过滤式离心机操作口刮去附

着在滤网上的滤渣。在操作过程中 , 氨短时间接触浓度超标。

过滤式离心机外部无局部通风设备。该处通风换气量不足 ,

致使氨在空气中浓度累积 ,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超标。

3.2　压缩机 、 离心过滤机处噪声超标原因

管道的设计与设备选择 , 噪声控制措施不符合 《工业企

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 (GBJ87— 85)要求 , 设备陈旧 , 设备

布局不合理 , 声源的指向 、 声源的控制距离未充分利用空间 ,

造成 LEX, 8h超标。

4　整改措施及效果评价

该厂为已建成项目 , 根据现有的建筑设计 、 生产工艺 、

生产设备及布局 , 考虑到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等多种因素 , 对

其进行了如下整改。

4.1　过滤式离心机处整改措施

4.1.1　安装轴流风机　轴流风机安装在屋顶 , 避免新鲜气体

与污染气体混合 , 通过风管将新鲜气体直接送至工人呼吸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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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断面平均风速为 5 m/s, 断面面积 0.157 m2 , 操作频率 3

次 /h, 操作时间 4 min/次 , 该风机间断送气量为 565.2 m3 /h。

侧面方形排风罩至操作口最大距离为 0.3 m, 罩口尺寸 0.6 m

×0.2 m, 罩口有边 , 控制点风速为 0.5 m/h。排风量 1 377

m3 /h。含有剧毒 、 高毒物质或难闻气味物质的局部排风系统 ,

或含有较高浓度的爆炸危险性物质的局部排风系统所排出的

气体 , 应排至建筑物外空气动力阴影区和正压区之外 [ 1] 。为

防止排出的污染物再次进入室内 , 排风管道出口位于空气动

力阴影区和正压区外。避免污染物浓度突然增高对环境造成

影响 , 建议在排放口设置外排和回收处理的双向回路。经整

改后过滤式离心机处氨气浓度达标。

4.1.2　安装吸声材料　该工段声源单一 , 空间狭小 , 如果采

用吸声控制会达到比较好的降噪效果 , 故使用高频吸声多的

材料。经整改后过滤式离心机处氨气浓度达标。

4.2　吸氨塔处的整改措施

该厂房建筑结构固定 , 自然通风不能满足通风换气要求。

而车间有毒物质产生源分散 , 建议采用机械通风。从工作地

点上方送入新鲜空气 1 500 m3 /h, 在中部设置排风点送风量为

1 800 m3 /h。室内保持适当的负压 , 可避免室内污染物渗出。

新鲜空气经过操作区域后被排出 , 排风点设置在气体滞留区

域。将排风点送出的气体进行集中处理后从大于 2倍厂房高

度的排风管道排出。经整改后吸氨塔处氨气浓度达标。

4.3　压缩机工段的整改措施

4.3.1　改善工艺设备　与压缩机连接的管道内安装适宜的消

声器 ,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控制气流速度。选择消声器时 ,

应根据系统所需消声量 、 噪声源频率特性和消声器的声学性

能及空气动力特性等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 , 分别采用阻性 、

抗性和阻抗复合消声器。

4.3.2　缩小噪声影响范围　根据声源特性和声学环境 , 通过

改变声源指向性因数 , 将声源置于室内地面中心 , 调节声源

至受声点的距离 , 将操作室远离声源 , 缩小噪声影响范围。

4.3.3　控制噪声的传播途径　吊挂吸声体 , 设置吸声墙 、 吸

声顶。设置有足够的吸声衬面的隔声室 , 门扇和窗扇的隔声

性能应与缝隙处理的严密性相适应。

对该厂整改前后的对比可见 , 卫生工程控制在职业病危

害控制措施上基本有效 、 可行 , 在实际运用中有重要意义。

在工程控制的实际应用中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要考

虑的不仅是控制措施的效果 , 还应该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

根据车间设备布置 、 建筑设计 、 已有的卫生工程防护措施 、

防毒设备及措施 , 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 , 实现卫生工程防护

措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卫生工程控制和操作实务与职业病危害接触量存在直接

联系。目前 , 我区化工企业普遍存在对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

意识淡薄的现象。卫生工程控制技术及设备存在着一些问题 ,

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因此 , 加强与企业的沟

通 , 增强企业对卫生工程防护措施的认知程度 , 加大企业对

职业卫生的投入 , 是解决已建成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问题的

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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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 、 相关人员证明材料 、

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材

料 ,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诊断。我

市在对待过去遗留未决的或已倒闭破产的煤炭企业原劳动者

申请尘肺病诊断时 , 职业史证明材料是由政府出面协调 , 委

托原主管部门或现托管单位提供相关职业史证明材料 , 诊断

为尘肺病者所需费用由政府统一埋单。对村办石材企业或个

体石英加工厂的劳动者申请尘肺病诊断时 , 如用人单位不提

供职业史证明 , 首先请当地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

掌握第一手资料 , 然后再要求劳动者出具两个职业史证明:

一是村里证明 , 二是同单位 3名以上有法律效力的工友证明

材料 , 外加 3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证明材料按手印并注明如

提供虚假证明愿负法律责任的字样。 提供上述证明材料 , 即

认为该劳动者生产性粉尘接触史 “可靠” 。如果劳动者在多家

企业工作过 , 本市诊断机构只要求其提供最后工作单位的职

业史证明材料。

3.3　高仟伏 X线胸片技术质量

合格的高仟伏 X射线后前位胸片是诊断尘肺病的主要依

据。尘肺 X线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有动态系列胸片可为

诊断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因此 , 《标准》 规定 , 只有一张胸

片不宜作出确诊 , 但在特殊情况下 , 如发生的群体性农民工

患尘肺病事件 , 如果是一张质量合格的胸片 , 可考虑作为尘

肺病诊断的资料作出读片结果的判定。一般情况下劳动者要

至少提供 2张动态高仟伏 X射线后前位胸片方可作出确诊 ,

同时 , 2张胸片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3个月。

4　受理

申请尘肺病诊断 , 只要劳动者提供了职业病诊断申请书 、

职业史证明材料原件 、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有异常 , 诊断机构

就应受理。填写 《职业病诊断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 并出具

《职业病诊断申请受理通知》, 在 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或用

人单位发出 《职业病诊断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要求在规定

的期限内如实提供相关资料。申请人逾期未提供且未作相关

说明 , 诊断机构出具 《职业病诊断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

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提供资料不一致的 , 职业病诊断机

构可要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向当地有关部门或机构申请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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