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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化工集团编织袋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 , 确定其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 , 评价相

应防护措施的效果。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 现场职业卫生学调

查和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 采用定量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结

果挤出岗 、 拉丝岗 、 织布岗 、 造粒岗位的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

等效声级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其他各检测点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限值。该建

设项目的选址与总体布局 、 生产设备布局 、 职业病防护设施 、

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 、 辅助用室等基本符合

国家有关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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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受某化工集团委托 , 对编织袋项目产生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 , 评价其职业病危害程度及职业病

危害因素防护措施的效果 , 提出合理 、 可行的防护对策。

1　工程概况

该项目新建生产车间 (造丝车间 、 圆织车间 、 成品车

间)、 库房和化学品库各 1座。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包括空压

机房 、 冷水机房 、 变电所等。此项生产按其工艺特点可分为

三大工序 , 分别为造丝工序 , 编织工序 , 涂膜 、 印刷中封 、

缝合制袋工序。

该项目劳动定员 296人 , 其中生产工人 247名 , 生产工

人拟采用五班三运转制 , 管理人员实行全天一班工作制。根

据该项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的特点及工程分析 , 以独立的

建筑物为划分原则 , 对其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2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通过对生产工艺流程 、 原辅材料的种类及现场调查资料

分析 , 确定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

尘 (聚乙烯粉尘 、 聚丙烯粉尘 、 碳酸钙粉尘)、 石蜡烟 , 异丙

醇 、 丁醇 、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噪声 、 工频电场。

粉尘来自于人工倒料过程 , 石蜡烟来自平膜拉丝机挤出 、

涂膜机涂膜过程 , 异丙醇 、 丁醇 、 苯 、 甲苯 、 二甲苯来自于

中封机印刷 、 缝合机印刷过程 , 噪声来自于平膜拉丝机挤出

和挂丝过程 , 涂膜机 、 缝纫机 、 造粒机 、 圆织机 、 拌料机 、

空气压缩机等设备运转;工频电场来自配电柜的巡检过程。

3　评价方法

依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 、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等

规范和标准 ,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

物质测定 , 结合定量分析法 , 对该项目进行评价。

4　检测结果及分析

主要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2。可见噪声存在超标

现象 , 毒物 、 粉尘浓度及工频电场均不超标。挤出岗 、 拉丝

岗 、 织布岗 、 造粒岗位的工人接触噪声的 8h等效声级超过国

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现场检测过程中 , 该岗位的工人能

够全程 、 正确佩戴 3M1110型耳塞。结合现场检测结果 , 可确

定上述岗位工人接触的噪声预计等效声级 , 满足国家规定的

职业接触限值 85 dB的要求。 经过上述地点时均需佩戴好防

噪耳塞做好防护。

表 1　工作场所化学物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部门 岗位 检测地点 毒物名称
检测结果

(mg/m3)

职业接触限值

(mg/m3)

判定

结果

造丝车间 挤出 1#拉丝机 石蜡烟 1.54 2 不超标

成品车间 中封 2#中封机
苯

<0.6
6 不超标

缝合 1#缝合机 <0.6

中封 2#中封机
甲苯

2.11
50 不超标

缝合 1#缝合机 3.49

中封 2#中封机
二甲苯

<3.3
50 不超标

缝合 1#缝合机 <3.3

中封 2#中封机
异丙醇

26.9
350 不超标

缝合 1#缝合机 <0.3

涂膜 1#涂膜机 石蜡烟 1.01 2 不超标

　　成品车间 , 中封和缝合岗位接触丁醇的短时浓度分别为

24.9 mg/m3 、 18.9 mg/m3 , 超限倍数分别为 0.25、 0.19, 低

于最大超限倍数 1.5的要求 , 中封和缝合 2个岗位的丁醇检

测结果为不超标。

公辅工程 , 拌料岗位的 1#拌料机和 2#拌料机处总尘的检

测结果分别为 0.17 mg/m3 、 0.25 mg/m3 , 低于职业接触限值

5 mg/m3 , 总尘的检测结果不超标;超限倍数分别为 0.17、

0.25, 低于最大超限倍数 2.5的要求 , 拌料岗位总尘的超限

倍数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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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作场所噪声声级统计结果 dB(A)

部门 岗位 测量地点 LEX, 8h 标准限值 判定结果

造丝车间 挂丝 1#风机 88.4 超标

1#二辊定型 88.5 超标

挤出 1#拉丝机 87.3 超标

原织车间 圆织 7#圆织机 96.3 超标

14#圆织机 95.3 超标

21#圆织机 97.3 超标

28#圆织机 96.4 超标

成品车间 缝合 2#片缝机 80.0 85 不超标

5#片缝机 82.6 不超标

中封 1#中封机 80.6 不超标

3#中封机 84.7 不超标

涂膜 1#涂膜机 79.1 不超标

造粒 造粒机 87.4 超标

公辅工程 拌料 拌料机 76.9 不超标

巡检 空压机房 68.1 不超标

5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评价

5.1　防尘技术措施

粉尘检测结果显示 , 拌料岗位工人接触粉尘浓度均不超

标。因此 , 可以认为 , 本项目在正常生产状态下 , 若确保采

用的防尘设施达到有效运行 , 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危害

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涉及人工配料 、 倒料或物料转移过程 ,

如意外洒落时会产生粉尘扬散 , 则会给劳动者造成健康危害。

5.2　防毒技术措施

此项目中封机和涂膜机均设有局部排风罩 , 经检测罩口

风速平均为 2.8 m/s和 2.9 m/s, 说明此岗位防毒设施有效运

行。毒物检测结果显示 , 各岗位工人接触毒物浓度均不超标。

由此可见 , 在生产设备良好的状态下 , 有害物质通常不会发

生逸散或泄漏。因此 , 可以认为 , 在正常生产状态下 , 若确

保采用的防毒设施达到有效运行 , 涉及的手工备料 、 取样 、

卸料 、 投料等工序确保密闭 , 同时做好个人防护和加强组织

管理 , 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毒物危害可以控制。

5.3　防噪声技术措施

该项目的机械性高噪声主要来自挤出岗 、 拉丝岗 、 圆织

机 、 造粒机 、 涂膜机 、 缝合机等运转设备。现场检测结果显

示挤出岗 、 拉丝岗 、 织布岗 、 造粒岗位的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

等效声级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其余各岗位工人接

触的噪声水平均低于国家标准中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该公

司为接触高噪声岗位工人配备了 3M耳塞 , 合格的耳塞 、 耳罩

的实际声衰减值一般可达 18 dB(A), 如配戴护耳器作业时 ,

其实际接触噪声水平可相应的降低。根据现场调查 , 并结合

本次噪声检测数据 , 分析认为 , 本项目噪声岗位工人进入高

噪声作业场所巡检时 , 如能做到正确 、 合理佩戴护耳器 , 噪

声危害可以控制。

5.4　职业健康监护

该公司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根据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对该项目的全部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为上述

工人均可从事原岗位工作。该公司委托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及其被检查人数 、 检查项目均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6　结论

项目总体布局 、 建筑卫生学 、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辅助卫生用室 、 应急救援措施 、

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基本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国家法

律及职业卫生标准规定要求。但职业健康监护 、 警示标识等

方面仍有待改善。

7　讨论

该公司应加强对化学品库的管理 , 工人每次进入化学品

库领取化学辅料前 , 应确保库内化学品容器无泄漏 , 室内空

气保持流通。应在化学品库房和成品车间设置洗眼器和紧急

喷淋装置 , 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噪声是化工行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 应该受到充分重

视 [ 1] 。在现场检测过程中发现部分工人未按要求佩戴防噪耳

塞。公司应加强管理 , 经常检查 , 及时更新 , 并督促作业人

员正确佩戴防噪耳塞 , 减少噪声对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该公司应在存在苯 、 异丙醇 、 丁醇等高毒物品的工作场

所设置高毒物品告知卡 , 在存在粉尘 、 低等或中等毒性的毒

物 、 噪声的工作场所设置一般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贯彻执行劳动防护用品相关制度 , 督促作业人员按要求

佩戴呼吸防护用品和降噪防护用品。 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管

理工作 , 建立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公示制度 , 健全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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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职业性毒物 , 铅中毒临床表现复杂 、

无特异性 、 误诊率高 , 铅接触者很容易由企业转向社会 , 因

此 , 加强监督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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