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用品，备有防尘口罩、耳塞、全\半面具、防护眼镜等，种

类和数量可以满足人员要求。
2. 5 职业健康监护分析与评价

该公司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根据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对该项目的全部员工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工

人均无所在岗位职业禁忌证，无职业相关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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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论

虽然本项目中使用较多的氨水，但是均采用全自动机械

化操作，员工通过电脑进行控制，并不直接接触。除个别作

业场所外，其余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值均符合国家相关

法规要求，所以本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是可行、
有效的。
4 讨论

本项目大量使用氨水、过氧化氢，均通过管道输送，企

业要加强设备的管理、维护、保 养，杜 绝 跑、冒、滴、漏。
防止因设备老化和耗损而出现意外损害。如在生产中遇到问

题需检修时，要佩戴好防护装备，按规章制度进行安全操作，

以防浓度过高对人体造成伤害［1］。鉴于公司年使用氨水数量

较大，为了更好地落实氨水泄漏中毒应急预案，应在醒目位

置增设风向标，指导人员的疏散［2］; 该项目乙醇使用量较大，

目前尚缺乏毒理学、卫生标准、检测方法以及相关资料，所

以无法排除与其相关的职业病危害的发生，在生产期间要加

强与职业卫生服务机构的协作和研究，防止相关职业病危害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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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法、检验检测法、职业健

康检查法和检查表法识别和分析某光学设备建设项目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评价相应的防护措施效果。该

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检测基本符合职业卫生标

准要求，其生产工艺、设备布局合理，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和

应急救援措施切实可行，防护效果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关键词: 光学设备; 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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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投资 940 万美元，新建一套年

产数码相机、液晶投影仪等各类光学设备 217 万台的生产线。
受企业委托，我单位在该建设项目试运行阶段进行了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 1 评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分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

因素》GBZ2. 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GBZ2. 2—2007、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

评价技术导则》GBZ /T197—2007 等职业卫生标准和规范。
1. 2 评价范围和内容

评价范围: 镜头生产线、引擎生产线及其与之配套的公

用工程设施。评价内容: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效果、建设

项目选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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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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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评价方法

结合该项目职业病危害的特点，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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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对试运行

期间作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职业健康影响进

行评价，通过检查表法评价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等。
2 结果

2. 1 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一套年产数码相机、液晶投影仪等各类光学设

备 217 万台的生产线。于 2002 年 5 月开始试运行，试生产期

间生产设施和设备、公用辅助设施和设备运行正常，能够满

足项目正常生产的需要，项目产能、质量基本达到预设目标。
2. 2 生产工艺

2. 2. 1 主要原辅材料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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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辅材料的主要化学成分

化学品名称 生产单元 成分及含量

乙醚 组装工程

热压工程

本流工程

乙醚 90%，乙醇 8% ～ 9%，

异 丙 醇 1% ～ 2%， 甲 醇

0. 1% ～1%
异丙醇 IPA 组装工程

热压工程

清洗

99. 7%异丙醇

螺丝防松防漏防锈剂 组装工程 甲醇 65% ～ 75%，改 性 醋

酸乙烯 树 脂，其 他 25% ～

35%，甲苯 1%

UV 硬化型丙烯系接着剂

No. 8840H
组装工程 变性丙烯酸盐低聚物 15%

～25%，UV 反应性单量体

15% ～ 25%，填 充 剂 55%

～65%，其他添加剂 ＜ 5%
UV 硬化型丙烯系接着剂

No. 8838
组装工程 变性丙烯酸盐低聚物 45%

～55%，UV 反应性单量体

35% ～45%，其他添加剂 ＜

5%
环保碳氢溶剂 LX 清洗 100%石脑油

盐酸 清洗 36%盐酸

氢氧化钠 清洗 100%氢氧化钠

高温导热油 清洗 合成碳氢化物 ＞ 95%，添加

剂 ＜ 5%

2. 2. 2 生产工艺流程 见图 1。

来料入库 ( 乙醚、异丙醇、甲醇)

↓ ↓
部品清洗 ( 正己烷、氯化氢及盐酸、氢氧化钠)

↓ ↓
引擎生产线 镜头生产线

↓ ↓
部品准备 部品准备

↓ ↓
部品供给 镜头检查

↓ ↓
主框风扇组装 镜头压入

↓ ↓

引擎部品组装
( 乙醚、异丙
醇、甲醇)

镜头热压 ( 乙醚、异丙醇、甲醇、噪声)

↓ ↓

棱镜组装
( 乙醚、异丙醇、
甲醇、丙烯酸、
三苯)

镜头组装 ( 乙醚、异丙醇、甲醇、噪声)

↓ ↓
光源组装 镜头调焦

↓ ↓
LCD 组装 镜头解像检查

↓ ↓
LCD 调整 镜头外观检查 ( 乙醚、异丙醇、甲醇)

↓
全黑调整

↓
制品外观检查 ( 乙醚、异丙醇)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 表 2)

表 2 某投影仪生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单元 岗位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镜头生产线 入库来料检查 乙醚、异丙醇、甲醇

热压 乙醚、异丙醇、甲醇

组装 乙醚、异丙醇、甲醇、丙烯酸、噪声

检查 乙醚、异丙醇、甲醇

引擎生产线 组装 乙醚、异丙醇、甲醇、丙烯酸、苯、

甲苯、二甲苯

检查 乙醚、异丙醇

前室工程 部品清洗 正己烷

加酸处 氯化物及盐酸

配碱处 氢氧化钠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2. 4. 1 化学有害因素 本次评价检测涉及 7 个职业病危害作

业岗位，共检测化学物质 10 种。各作业岗位的化学性有害因

素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卫生标准限值要求，见表 3 ～ 6。
表 3 乙醚检测结果 mg /m3

岗位

名称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C-TWA C-STEL

职业接触限值

TWA STEL

结果

判定

热压 L2 热压岗位 ＜ 0. 70 ＜ 0. 70 合格

组装 L5 移动框组装 ＜ 0. 70 ＜ 0. 70 合格

L5 外观检查 9. 67 13. 19 合格

U8-B 组装

棱镜接着
1. 80 2. 23 合格

引擎 U8-B 主副镜框
组装

2. 30 4. 06 300 500 合格

U8-B 外观检查 3. 62 4. 72 合格

入库 来料清洗 10. 49 14. 94 合格

表 4 异丙醇检测结果 mg /m3

岗位

名称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C-TWA C-STEL

职业接触限值

TWA STEL

结果

判定

热压 L2 热压岗位 ＜ 0. 14 ＜ 0. 14 350 700 合格

组装 L5 移动框组装 ＜ 0. 14 ＜ 0. 14 合格

L5 外观检查 ＜ 0. 14 ＜ 0. 14 合格

U8-B 组装

棱镜接着
＜ 0. 14 ＜ 0. 14 合格

引擎 2F U8-B 主副镜框

组装
＜ 0. 14 ＜ 0. 14 合格

U8-B 外观检查 ＜ 0. 14 ＜ 0. 14 合格

前室 清洗 ＜ 0. 14 ＜ 0. 14 合格

表 5 甲醇检测结果 mg /m3

岗位

名称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C-TWA C-STEL

职业接触限值

TWA STEL

结果

判定

热压 L2 热压岗位 ＜ 0. 70 ＜ 0. 70 合格

组装 L5 移动框组装 ＜ 0. 70 ＜ 0. 70 25 50 合格

引擎 2F U8-B 点胶工程 ＜ 0. 70 ＜ 0. 7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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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其他毒物检测结果 mg /m3

检测

地点
毒物种类

检测结果

C-TWA C-STEL

职业接触限值

TWA STEL

结果

判定

引擎 2F 苯 ＜ 0. 33 ＜ 0. 33 6 10 合格

U8-B 甲苯 ＜ 1. 81 ＜ 1. 81 50 100 合格

点胶工程 二甲苯 ＜ 1. 81 ＜ 1. 81 50 100 合格

部品清洗 正己烷 ＜ 0. 19 ＜ 0. 19 100 180 合格

加酸处 氯化物及盐酸 5. 05 — MAC: 7. 5 合格

配碱处 氢氧化钠 0. 10 — MAC: 2 合格

引擎 1F

棱镜接着
丙烯酸 ＜ 3. 3 ＜ 0. 55 6 超限倍

数: 2. 5 合格

2. 4. 2 噪声 本次检测噪声作业岗位 2 个，L5 移动框组装

岗位 8 h 等效 A 声级值超过职业卫生标准限值，详见表 7。
表 7 噪声检测结果 dB ( A)

检测地点

( 岗位)

接触时间

( h /d)

检测结果

等效声级

职业接

触限值

结果

判定

L5 热压 2 群框 8 71. 7 ～ 74. 7

L5 移动框组装 8 88. 7 ～ 90. 1
85

合格

超标

2. 4. 3 卫生工程检测 温度、湿度、新风量及控制风速结果

详见表 8。
表 8 卫生工程检测结果

采样地点
温度

( ℃ )

相对湿度

( % )

新风量

( m3 /h·p)

控制点

风速 ( m /s)
卫生标准

镜头生产车间 23. 5 61. 40 36. 51 1. 33

引擎生产车间 21. 2 51. 96 29. 07 1. 28

出荷检查 21. 4 47. 80 16. 10 —

异物调焦 22. 9 52. 00 16. 40 —

1 层部品室 23. 2 61. 76 38. 42 —

温度: 22. 5 ～ 26. 0 ℃

湿度: 35% ～60%

控制风速: 1. 25 ( m /s)

新风量: ≥30 ( m3 /h·p)

2. 5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分析及评价

2. 5. 1 防毒、通风措施 该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化学有害因

素有乙醚、甲醇、异丙醇、丙烯酸、盐酸和氢氧化钠。物料

清洗间采用了加盖密闭操作方式; 各生产线的清洗岗位均设

置局部抽风罩，职工操作位控制点风速应在 1. 25 m /s，操作

岗位控制点风速基本满足要求; 引擎和镜头各生产车间均为

封闭式空调厂房，根据空调车间人均新风量为 30 m3 / ( h·
p) 的标准，该项目的车间人均新风量不符合《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GBZ1—2010 的要求。作业场所化学有害因素检测

结果均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说明正常生产状态下，上述

防毒、通风措施基本有效。
2. 5. 2 防噪声措施 该建设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种设备运

转及通风系统运行，其性质为非稳态噪声。项目从选择低噪

声、低振动设备入手，通过调整车间设备布局，将噪声岗位

与其他岗位隔开。同时为接触噪声作业人员配备耳塞来减轻

噪声对作业人员的影响。上述噪声防护措施基本符合《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GBZ1—2010) 的要求。
2. 5. 3 个人防护用品 企业制定了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

度》，个人防护装备的发放类型及数量根据员工的岗位来确

定，对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能够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为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配备了个人防护用品 ( 一次性口罩) ，

但未配发防毒口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对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要求。
2. 5. 4 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员工进行了

职业性健康检查，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进

行，包括查体、心电图、B 超、血尿常 规、眼 科、肝 功 能、
胸片等体检 项 目。共 有 418 名 员 工 进 行 了 体 检，受 检 率 为

100%，主要是接触乙醚、异丙醇、氯化物及盐酸和氢氧化钠

的作业人员，未发现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病人，基本符

合《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的要求。
2. 5. 5 职业卫生管理 建设项目有较为完善的职业卫生三级

管理网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职业病防治计划，为项目的职

业病防治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项目设有专门的职

业卫生管理机构，并制定一系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作规

程; 定期组织新员工进行上岗前安全、职业危害及其防护知

识的培训; 定期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制定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并选择具备

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机构进行体检。
2. 5. 6 应急救援措施 企业成立了职业卫生应急救援机构，

制定了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依托当地一家

三级甲等医院进行，能够满足本厂职工一般医疗和应急救援的

需要。但加酸处和加碱处缺乏相应的洗眼器和应急冲淋装置。
3 评价结论

该项目热压岗位、组装岗位、物料清洗岗位和加酸、配

碱岗位为关键控制点。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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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的要求。虽然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部分检测指标

也有超标现象，但在完成整改之后，其职业病危害的控制措

施是可行、有效的。
4 建议

4. 1 加强个人防护管理，企业应为作业人员提供合格、有效

的个人防护用品，如防毒面罩、耳塞等。
4. 2 部品清洗间的加酸处和加碱处应加装移动式冲淋装置和

洗眼器并注意检查维护，确保正常使用，以便一旦发生氯化

物及盐酸和氢氧化钠外泄等紧急情况时可以有效地采取应急

救援措施。
4. 3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不够完善，没有专门针对甲苯、
丙烯酸、噪声作业人员的体检项目，所做检查仅是针对接触

乙醚、异丙醇、氯化物及盐酸和氢氧化钠作业人员。建议企

业今后应根据员工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安排相应的体检项

目。
4. 4 该项目各生产线均为封闭式空调车间，在空调调节过程

中主要考虑了生产工艺的需要，因此设备布局较为密集，对

作业工人的职业保护不够。建议对车间布局进行适当改造，

以降低生产线密度或另外增设通风设施以增加新风量。
4. 5 应定期在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

规程，应急救援操作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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