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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新型炼铅厂工作场所职业病有害因素进行调

查和检测 , 并对其作业人员进行体检。结果部分岗位存在职

业有害因素超标现象 , 工人尿铅≥0.07 mg/L者较多。提示虽

然该新型炼铅厂职业病有害因素浓度已大大降低 , 但铅仍然

是威胁作业人员身体健康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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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的要求 , 2010年对某新型炼铅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

1　内容与方法

1.1　职业卫生学调查

1.1.1　基本情况　该企业主要产品为电解铅 , 年产 8万 t;

硫酸 6 ～ 8万t;氧化锌 0.8 ～ 1万t。劳动定员 599人。工作班

制为三班二倒制 , 主要原辅材料为铅精矿 、 铅泥膏 、 锌渣等。

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1。该企业由于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还原法炼

铅 , 提高了生产效率 ,同时 , 也减少了职业病有害因素的产生。

1.1.2　检测方法　现场检测设计在满负荷生产状况下进行 ,

测试频次及测试点设置按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化学毒物采样测定方法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

的采样规范》 (GBZ159— 2004);噪声测定按照 《工作场所物

理因素测量噪声》 (GBT189.8— 2007)。测定仪器用 HS6288B

噪声分析仪;粉尘测定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第一部

分:总粉尘浓度 》 (GBZ/T192.1— 2007)进行 , 采样仪器为

BFC-3B型粉尘采样器和 AKFC-92G型个体粉尘采样器;高温

(WBGT指数)按照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高温》 (GBZ/T

189.7— 2007)进行 , 测量仪器采用 2000型 WBGT指数仪。

参照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和相关的职业卫生标准 、 检

测和检验方法进行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测试与评价。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1.2　健康监护

本次对一线接铅作业岗位职工进行体检。检查项目包括

内科常规 、 血压 、 血常规 、 尿常规 、 尿铅 、 心电图 、 肝功能 、

乙肝表面抗原 、 胸片 、 肺功能 , 接噪职工增加电测听项目。

2　结果

2.1　现场检测

2.1.1　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包括混合粉尘 , 毒物有铅尘 、

铅烟 、 氧化锌 、 二氧化硫 、 硫酸 、 氢氟酸等 , 物理因素主要

为噪声 (A)声级及频谱特征以及气象条件 、 高温等。

2.1.2　检测结果　各工种采样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工种采样结果

工种
　　粉尘 (mg/m3)　　

浓度范围 超标率 (%)

　　铅尘 (mg/m3)　　

浓度范围 超标率 (%)

　　铅烟 (mg/m3)　　

浓度范围 超标率 (%)

　 噪声 [ dB(A)] 　　

强度范围 超标率 (%)

　　　WBGT指数　　　

指数范围 超标率 (%)

原料工 1.47～ 4.89 20 0.08～ 1.72 100 — 70.7～ 81.4 0 —

氧化工 — 0.05～ 0.22 75 0.0058～ 0.0098 0 63.1～ 84.2 0 31.8～ 32.6 50

还原工 — 0.04 ～ 0.085 25 — 63.1～ 82.7 0 28.1～ 31.9 50

烟化工 — 0.018～ 0.03 0 0.0013～ 0.0026 0 69.9～ 85.9 20 25.8～ 32.9 75

电解工 — 0.017～ 0.23 40 — 71.8～ 84.4 0 20.7～ 33.9 25

制氧工 — — — 85.1 100 —

制酸工 — — — 77.0～ 86.3 33 —

合计 1.47～ 4.89 20 0.017～ 0.23 50 0.0013～ 0.0098 0 63.1～ 86.3 9 20.7～ 33.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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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接触氧化锌 、 二氧化硫 、 硫酸 、 氢氟酸等毒物的工

种 , 个体检测结果均不超标。

定点检测发现 , 铅尘超标主要存在于原料 、 氧化炉和电

解单元除铜融池 、 DM制造机等处;噪声超标主要存在于烟化

炉单元螺旋输送机 、 鼓风机;电解单元引风机 、 循环池循环

泵 、 G4-73风机;制酸单元二氧化硫风机 、 硫酸水循环泵 , 制

氧单元氮压机等处。

2.2　健康监护

此次体检直炼分厂从事铅作业职工 399 人 , 体检率

66.6%, 体检异常情况见表 2。

表 2　体检异常情况

异常项目 检出人数 检出率 (%)

尿铅≥ 0.07mg/L 149 37.34

高血压 31 7.77

心电图异常 17 4.26

合计 197 49.4

另外 , 直炼分厂从事噪声作业的在岗职工共检查 21人

(男职工 11人 、 女职工 10人), 检出左耳听力下降 1人 , 检

出率 4.76%。

3　讨论

3.1　该建设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工艺 , 液态高铅渣直

接还原 , 减少了鼓风炉环节污染;设备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 ,

避免直接人工操作。为防止物料跑 、 冒 、 滴 、 漏 , 其设备和

管道采取有效的密闭措施 , 原料密闭运输 、 加料口设排风罩 ,

减少粉尘逸散。全厂设置多套局部排风除尘设施对尘源进行

控制;原料和熔炼单元设有喷水降尘和清扫地面设施 , 采取

湿法抑尘。

该建设项目检测时主要在原料单元产生粉尘 , 检测结果

显示 , 除配料工外其他作业工人接触粉尘的时间加权平均浓

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没有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

3.2　该建设项目管道加强密闭 , 减少了手工操作接触毒物。

通过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排除毒物 , 消除铅烟 、 氧化锌 、 二

氧化硫 、 硫酸等毒物的危害;机械通风装置的车间进风口设

置在室外空气清洁区并低于排风口。

该建设项目工作场所存在的毒物为铅尘 、 铅烟 、 氧化锌

烟 、 氢氟酸 、 二氧化硫和硫酸等。根据现场检测结果 , 铅尘

是工作场所中产生的最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这与其他企

业检测结果一致 [ 1] 。

铅尘污染存在于厂区多个生产单元。铅尘超标严重岗位

主要为原料运输 、 熔炼炉出渣口 、 出铅口和电解熔铅池等岗

位。原料单元配料房 、 料场 、 天车 , 电解单元除铜池等由于

除尘设施不足导致铅尘超标;熔炼出渣 、 出铅口则由于采取

密闭抽风装置除尘 , 减轻了铅尘污染程度 , 只在氧化炉出渣

口 、 出铅口有微弱超标。

氧化炉 、 烟化炉单元铅烟 、 氧化锌 , 电解单元氢氟酸 ,

制酸单元二氧化硫 、 硫酸等检测结果均不超标。

毒物检测结果反映出在现有生产工艺和防护措施下 , 大

部分毒物浓度能得到控制 , 铅尘由于现场除尘设施不利 , 加

之工人劳动时间过长 , 仍不足以全面达标 , 还需今后采取更

有效的措施 , 降低铅尘浓度。

3.3　该建设项目选用噪声较低的设备。产生噪声的车间与非

噪声作业车间 、 高噪声与低噪声车间应分开布置 , 采取相应

的隔声 、 吸声 、 消声 、 减振等控制措施。为减少噪声的传播 ,

设置隔声室。该建设项目生产工艺的自动化程度高 , 工人以

集中控制室内操作为主 、 现场巡检为辅 , 接触噪声的时间减

少并采取适宜的个人防护措施。

噪声检测结果显示仅烟化炉单元中间包工 、 制酸单元风

机工 、 制氧单元副操工等工种噪声周等效声级超标 , 反映建

设项目整体噪声危害不大 , 但也存在噪声局部严重部位如烟

化炉单元螺旋输送机 、 鼓风机 , 电解单元引风机 、 循环池循

环泵 、 G4-73风机 , 制酸单元二氧化硫风机 、 硫酸水循环泵 ,

制氧单元氮压机等。

3.4　该建设项目按照国家标准采取了一定的防暑降温措施 ,

熔融炉作业采用局部送风降温措施 , 工人巡检考虑了高温作

业减少接触时间 , 熔炼车间炉体布置在车间外面 , 电解车间

除铜炉与电解池隔断 , 工作地点的温度和平均风速基本符合

规定。但部分炉体加料口 、 出料口附近露天作业地点 WBGT

指数仍然较高。

该建设项目高温工作场所主要存在炉体出渣口 、 出铅口 、

溶铅锅等处 , 作业工人受高温危害。其中电解单元除铜工 ,

吹氧底吹炉单元炉前出渣工 , 烟化炉单元炉前工及中间包工

等处 WBGT指数超标 , 属高温作业;其他炉前工种 WBGT指

数接近国家标准。

3.5　本次体检尿铅≥0.07 mg/L而 <0.12 mg/L的 82人 , 检

出率为 20.55%;≥0.12 mg/L的 67人 , 检出率为 16.79%。

依据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与分级标准 , 有密切接触史 , 无

铅中毒临床表现且尿铅值≥0.07 mg/L的为观察对象 , 故总检

出率为 37.34%, 反映建设项目职工存在着铅中毒危害 , 这与

现场铅尘检测结果存在多处超标相一致 , 表明作业人员受到

铅尘污染 , 必须加以防范 , 定期体检 , 改善作业环境。

该建设项目按照体检结果 , 对尿铅≥0.07 mg/L的观察对

象 , 根据临床症状进一步体检 , 明确诊断 , 按治疗原则进行

驱铅治疗。

3.6　直炼分厂从事噪声作业的在岗职工共检查 21人 , 检出

左耳听力下降 1人 , 检出率 4.76%。噪声是常见职业危害 ,

可造成听觉系统永久性损害 , 而且对神经 、 心血管系统都有

影响。噪声作业职工高血压 、 心血管系统异常检出率也相应

较高。该企业存在部分高噪声设备 , 可能对职工听力造成危

害 , 也应加强接噪职工噪声危害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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