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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铁路局下属的某线路维修站段打磨车间钢轨

打磨作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及监测。结果显示部分

岗位粉尘 、 噪声有超标现象 , 表明铁路线路维修钢轨打磨作

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治重点应为粉尘 、 噪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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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打磨是铁路线路维修的一种重要方式 , 目的在于消

除钢轨踏面的不平顺如波纹磨耗 、 车轮擦伤 、 挤压出来的飞

边 、 波浪磨耗和其他凹陷处等 , 以便改善行车质量和延长钢

轨使用寿命。随着铁路运行速度的不断提高和对钢轨打磨认

识的不断深入 , 钢轨打磨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 为充

分了解钢轨打磨作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掌握作业人员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 以便为改善劳动条件 、 实施卫生

监督 、 防治职业病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某线路维修站段打

磨车间实施的预防性打磨作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查

与检测。

1　内容与方法

1.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包括班组定员数 , 主要工种 、 岗位 , 各岗位作业内容 、

工作路线等 , 各岗位接触各种有害因素的人数及接触时间 ,

主要生产设备 、 生产工艺 、 卫生防护设施等。

1.2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粉尘 、 锰及其

无机化合物 、 噪声进行检测。

1.2.1　检测方法　粉尘 、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浓度检测按

GBZ159— 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T192.1— 2007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1部分:

总粉尘浓度》 和 GBZ/T160.13— 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

物质测定　锰及其化合物》 规定的方法进行 , 噪声按 GBZ/

T189.8— 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部分:噪声 》

规定的方法检测。

1.2.2　主要采样检测仪器　BFC-35K粉尘采样仪 、 IFC-2个

体粉尘采样仪 、 AWA6270+型声级计 、 AWAA55610E个人声

暴露计。

1.2.3　采样时间及频次　选择 3个工作日进行采样 , 采用定

点采样和个体采样相结合的方式。粉尘 、 锰及其化合物定点

采样时每个工作日每个作业点采样 2次 , 每次采样 15min, 在

一个工作日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时段进行;粉尘个体

采样选择接触有害物质浓度最高和接触时间最长的主要工种 ,

每个工种每个工作日采样 2次 , 其中夜班 1次白班 1次 , 采

样时间覆盖所有作业时段。噪声强度的检测 , 定点采样每个

作业点检测 3次 , 取平均值;个体采样选择接触噪声强度最

高和接触时间最长的主要工种 , 每个工种每个工作日采样 1

次 , 采样时间覆盖该工种夜班全部作业时段。

1.3　分析评价依据

GBZ2.1—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

因素》 和 GBZ2.2—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2　结果

2.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2.1.1　基本情况　该打磨班组成立于 1998年 , 目前定员 19

人。主要承担该铁路局管内线路钢轨打磨任务 , 至今已完成

6 000多公里的打磨任务。

2.1.2　主要设备　钢轨打磨车 1台 , 换长 5.3, 自重 205 t,

自轮运行 80 km/h, 作业速度 6 ～ 10km/h。该车分 6个作业小

车 , 每个小车有 8个打磨头 , 可覆盖钢轨内侧 70°至外侧 30°

的角度范围 , 平均每遍打磨深度约为 0.1 mm, 打磨后轨顶表

面粗糙度≤4 μm。可用于对钢轨进行预打磨 、 预防性打磨及

维修性打磨作业。

2.1.3　工艺流程　领取计划※打磨车准备※进入作业区※实

施打磨※检查打磨效果※敲渣作业※清理作业※返回基地※

保养作业。

2.1.4　工作制度及岗位定员　打磨作业为夜班 , 作业时间共

约 6h, 其中打磨车打磨作业 2h左右。日常保养作业为白班 ,

作业时间共约 2 h。工作周期一般 15 ～ 20 d, 每日连续作业 ,

之后休息一周左右。

2.1.5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　为作业人员配备了 3M公司的

3100/3200型单芯防尘面罩 , 过滤芯和过滤棉可随时更换。

2.2　生产过程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该班组钢轨打磨作业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有粉尘 、 锰及其化合物 、 噪声等。粉尘为砂轮磨尘和氧化铁

粉尘的混合尘 , 两者标准限值相同 , 按砂轮磨尘评价。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作业人员接触危害因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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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表 1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作业人员接触危害因素情况

工种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
职业病

危害因素

接触时

间(h)

每班接

触人数

队长 地面线路
组织 、 打磨效果检

查等

粉尘 、 锰 、

噪声
2.5 2

主号位 、

辅助号位

技术员

司机室
驾驶 、 记录仪

表 、 监控等

粉尘 、 锰 、

噪声
2

司机室外过

道 、 机器间

巡视机房 、 监

控线路等

粉尘 、 锰 、

噪声
0.25

打磨车旁 敲渣作业
粉尘 、 锰 、

噪声
0.25

打磨车旁 白天保养作业 粉尘 、 锰 0.5

8

2.3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砂轮磨尘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3, 锰及其化合物检测结果

见表 4, 噪声检测结果见表 5、 表 6。检测结果表明 , 主要工

种砂轮磨尘的 8 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限值 , 打磨车司机室外 、 保养作业砂轮磨尘的短时间接触浓

度超限倍数也大于规定要求。作业人员接触噪声 8h等效声级

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锰的检测结果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本次粉尘 、 噪声的定点采样与个体采样的检测结果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

表 2　砂轮磨尘定点检测结果 mg/m3

测定点 样品数 浓度范围 CTWA PC-TWA CSTEL
最大超

限倍数

司机室　 6 5.0 ～ 8.0

司机室外 6 15.5 ～ 32.0

敲渣作业 6 6.7 ～ 12.4

保养作业 6 82.5 ～ 135.0

9.6 8

8.0 2

32.0 2

12.4 2

135.0 2

表 3　砂轮磨尘个体检测结果 mg/m3

工种 采样时段
采样时间

(h)
样品数 浓度范围

CTWA

均值
PC-TWA

主号位 夜间打磨作业 6 3 3.9～ 6.1

白天保养作业 2 3 16.0～ 19.3
8.3 8

辅助号位 夜间打磨作业 6 3 4.6～ 7.5

白天保养作业 2 3 16.7～ 20.0
8.8 8

表 4　锰及其化合物检测结果 mg/m3

测定点 样品数 浓度范围 CTWA PC-TWACSTEL PC-STEL

司机室 6 <0.011 ～ 0.021

司机室外 6 0.033 ～ 0.066

敲渣作业 6 0.013 ～ 0.052

保养作业 6 <0.011 ～ 0.013

<0.011 0.15

0.021

0.066

0.052

0.013

0.45

表 5　噪声岗位检测结果 dB(A)

岗位 检测结果 接触时间(h) LEX, 8h 标准限值

司机室内 76.6 2

机器间巡检位 104.7 0.17

司机室外 98.4 0.08

敲渣作业 92.9 0.25

88.9 85

表 6　噪声个体检测结果 dB(A)

工种 检测结果 采样时间(h) LEX, 8h 标准限值

主号位 90.3 6 89.1

辅助号位 92.8 6 91.6
85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显示 , 钢轨打磨作业粉尘 、 噪声超标情况较

多。李艳萍等 [ 1]曾对乌鲁木齐铁路局工务机械段线路清筛及

钢轨打磨施工进行了职业卫生学调查 , 其中钢轨打磨车砂轮

磨尘 TWA为 9.04 mg/m3 , 超标 0.13倍 , 打磨车机器间噪声

为 93.5 dB(A), 说明铁路行业钢轨打磨作业粉尘 、 噪声超

标具有一定的普通性。应将粉尘和噪声作为钢轨打磨作业治

理和关注的重点危害因素。现场作业人员佩戴了防尘口罩 ,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粉尘的危害。进一步分析检测数据发现 ,

保养作业的粉尘浓度最大 , 应作为粉尘治理重点;作业人员

从事打磨车机器间巡检作业和敲渣作业的噪声接触剂量对作

业人员接触噪声 8 h等效声级值贡献较多 , 是噪声防护重点。

3.2　针对钢轨打磨作业的职业病危害特点 , 建议重点采取以

下防治措施:(1)现场调查发现该型号打磨车没有除尘装置 ,

而目前新型钢轨打磨列车已在车下设计有集尘装置可对打磨

粉尘进行除尘处理 , 因此建议铁路有关站段应逐渐用具有卫

生防护措施的新型设备代替老设备。 (2)司机室可考虑加设

送风装置 , 将室外空气经过滤装置后加压送入司机室内 , 使

司机室保持微正压 , 防止室外含尘气体进入司机室 , 进风口

位置不应设在车体底部 , 而应设在粉尘浓度相对较低的位置。

(3)在打磨车敲渣作业和保养作业过程中可使用便携式强力

吸风除尘装置以改善粉尘作业环境。 (4)铁路系统同类作业

场所的作业人员也应加强粉尘个体防护 , 一次性防尘口罩使

用后要及时更换 , 带滤芯的防尘口罩要及时更换滤芯。 (5)

设备选型时采用低噪声设备 , 司机室应采取隔声措施 , 作业

人员在机器间巡检或进行敲渣作业时应使用防噪声耳塞。 (6)

用人单位应做好作业人员的健康监护工作和职业卫生管理工

作 , 如应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制度 , 组织

开展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 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

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 (7)建议铁路行业对大型养

路机械等设备在引进 、 更新时实行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的卫生

审查 、 验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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