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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法在某石油化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method in effect-assessment for occupational hazard control in a certain petrochemica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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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风险评估法对某石油化工项目进行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结果显示，苯、甲苯、二甲苯、硫化氢、
氨发生职业病危害的风险为中等风险水平，溶剂汽油、液化

石油气发生职业病危害的风险为低风险水平。应根据化学物

质职业病危害的不同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分级管理措施，

以更好地减少发生职业病危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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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法是识别与分析工作场所存在何种职业病危害，

评价这些危害引起人身伤害可能性的一个过程，其目的是为

了确定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1］。目前，对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评价大多停留在单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的检测与

标准中的容许浓度进行简单的比较上，即使工作场所中有毒

有害物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也仍然存在一定的健康危害风

险［2］，引入风险评估法可弥补上述不足，更能真实、客观地

评价职业病危害风险现状。为进一步探索和熟练掌握该方法

在石油化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中的应用，特采用

风险评估法对某 60 万 t /年连续重整装置项目的化学物质进行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分析、评估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现

状及程度，以提出切实可行的分级管理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对某 60 万 t /年连续重整装置项目的化学物质进行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2 方法

该项目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采样及检测等方法收集

数据和资料。通过系统识别化学物质危害，评价暴露或暴露

的可能性，对其危害等级和暴露等级进行评定，然后通过公

式 Risk = ［HR × ER］1 /2计算风险，确定风险等级［3］。
2 结果与分析

2. 1 项目概况

该项目的建设内容为 60 万 t /年连续重整装置，生产工艺

包括预处理、连续重整、重整油分馏 3 部分。该项目原材料

为石脑油，年用量为 50 万 t，辅料为催化剂等添加剂，均一

次加入后周期性更换。主要产品及产量为高辛烷值汽油 34. 69
万 t /年、C5C6 组分 13. 14 万 t /年、氢气 3. 15 万 t /年、液化气

1. 05 万 t /年、燃料气 0. 53 万 t /年。
该项目劳动定员 53 人，其中管理人员 8 人，操作人员 45

人 ( 内操工 15 人、外操工 30 人) 。该项目管理人员一班制，

内、外操岗位五班三运转工作制度，每班工作时间均为 8 h。
2. 2 生产工艺

该装置对石脑油的处理过程全部实现自动化、密闭化，

工人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对该装置的各反应设备进行巡视检查

或在控制室中通过 DCS ( 集散型控制系统) 来监视、控制整

个装置的反应过程。该项目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工艺流程简图

2. 3 风险辨识及检测结果 根据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和原、辅料组成成分的分析，外

操工在装置巡检过程接触到的化学物质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有溶剂汽油、苯、甲苯、二甲苯、硫化氢、氨、液化石

油气。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1。

·85·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2 年 2 月第 25 卷第 1 期 Chinese J Ind Med Feb 2012，Vol． 25 No． 1



表 1 外操工岗位化学物质浓度检测结果 mg /m3

毒物种类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C-TWA C最高 PC-TWA MAC

判定

结果

溶剂汽油 0. 031 — 300 — 不超标

氨 1. 3 — 20 — 不超标

苯 0. 02 — 6 — 不超标

甲苯 0. 04 — 50 — 不超标

二甲苯 0. 1 — 50 — 不超标

硫化氢 — 0. 265 — 10 不超标

液化石油气 1. 1 — 1 000 — 不超标

2. 4 化学物质危害等级

化学物质危害等级 ( HR) 主要根据我国《职业性接触毒

物危害程度分级》、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 IARC) 对化学致癌

性物质的分类、化学物质的急性毒性、刺激性、腐蚀性［3］等

资料综合划分危害级别，将装置中存在的化学物质可能造成

的危害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 ( HR) ，本项目化学物质的危害

等级区分结果见表 2。
2. 5 化学物质暴露等级

化学物质暴露等级 ( ER) 主要依据化学物质的理化性

质、暴露方式、暴露浓度、接触时间、防护措施等资料确定。
ER =［EI1 × EI2 ×… × EIn］

1 /n，根据确定使用的暴露因素指标

确定暴露指数 EI［3］。该项目化学物质暴露指标及等级见表 3。

表 2 化学物质危害等级

化学物质名称 鼠经口吸收 LD50 鼠经吸入吸收 LC50 IARC 分级、毒性、刺激性及腐蚀性等 危害等级( HR)

溶剂汽油 67 000 mg /kg — 汽油对黏膜有刺激性，引起流泪、流涕、眼结膜充血、咳嗽等症

状; 汽油有去脂作用，可引起皮肤干燥、皲裂、角化，并可引起

急性皮炎、毛囊炎、慢性湿疹

2

氨 — 1. 5 mg / ( L·4 h) 对黏膜和皮肤有碱性刺激及腐蚀作用，高浓度时可引起反射性呼

吸停止和心脏停搏，被列入我国高毒物品目录
4

苯 930 mg /kg 35 mg / ( L·4 h) 急性毒作用主要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对黏膜和皮肤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可引起肺水肿和出血，确认为人类致癌物，被列入我国

高毒物品目录

5

甲苯 636 mg /kg 49 mg / ( L·4 h) 对皮肤黏膜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3

二甲苯 4 300 mg /kg 24 mg / ( L·4 h) 对皮肤黏膜的刺激作用较甲苯为强，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

麻醉作用
3

硫化氢
—

0. 7 mg / ( L·4 h) 人吸入浓度为1 000 mg /m3 硫化氢数秒钟后，很快出现急性中毒，

呼吸加快后呼吸麻痹而死亡，被列入我国高毒物品目录
5

液化石油气
— —

本品的主要成分为丙烷、丙烯、丁烷、丁烯等，主要具有轻度麻

醉作用
1

表 3 化学物质暴露因素指标及暴露等级

有害化学

物质名称

蒸汽压力

( mm Hg)

气体嗅阈 OT /OEL

( mg /m3 )

周暴露量 E /OEL

( mg /m3 )

检测暴露量

( mg /m3 )

每周使用量

( kg)

每周累计

接触时间( h)

职业病危害

控制措施

暴露等级

ER

溶剂汽油 300 0. 1 ～ 0. 5 0. 0155 0. 031 ＞ 1 0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2. 26

氨 7 598 0. 1 ～ 0. 5 0. 65 1. 3 10 ～ 1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2. 99

苯 100 0. 1 ～ 0. 5 0. 01 0. 02 ＞ 1 0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2. 19

甲苯 36. 7 0. 1 ～ 0. 5 0. 02 0. 04 ＞ 1 0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2. 19
二甲苯 6 0. 1 ～ 0. 5 0. 05 0. 1 ＞ 1 0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2. 32

硫化氢 15 195 ＜ 0. 1 0. 1325 0. 265 10 ～ 1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设报警仪

2. 32

液化石油气 — 0. 1 ～ 0. 5 0. 55 1. 1 ＞ 1 000 20 工艺密闭、配个人防护用品 2. 99

2. 6 化学物质风险等级确定及风险评价

通过公式 Risk =［HR × ER］1 /2计算风险级别，依据风险级别

评价该项目主要化学物质可致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等级，见表 4。
苯、甲苯、二甲苯、硫化氢、氨为中等风险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对这类风险 2 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并通过进行日

常监测等措施控制风险［3］。溶剂汽油、液化石油气为低风险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不用担心这类中毒事故发生，但应定

期监测，每3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 ，以确保这类风险等级不

表 4 化学物质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

化学物质 风险级别 风险等级

氨 3. 45 中等风险

硫化氢 3. 41 中等风险

苯 3. 31 中等风险

二甲苯 2. 64 中等风险

甲苯 2. 56 中等风险

溶剂汽油 2. 13 低风险

液化石油气 1. 73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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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变化，对此也不能忽略其造成职业病危害的可能，进

行定期监测、加强管理以使职业病危害处在低风险水平。
3 讨论

石油化工企业化学物质种类繁多，职业病危害比较严重，

在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时，大部分企业未开展职业病危

害风险评估，而忽略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级管理，导致职业病

危害事故频发。该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其浓

度均低于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可初步认为在本次控制

效果评价中，该横断面的职业病危害能达到预期控制效果，

但长期、动态的职业病危害状况则不能简单的从检测结果中

获得，只有定期通过对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确定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风险等级，才能定性、定量地预测、评估职业病危

害程度，调整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策略，以降低职业病危害

风险，预防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发生。
该项目化学物质的职业病危害为中、低风险等级，可根

据风险分级不同，在职业病危害防护和控制上突出重点，主

要针对中等风险职业病危害，从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应急救援、职业卫生监管等方面，采取适宜的职业卫生风险

分级管理措施，并评价其完备性及控制效果。 ( 1 ) 企业为巡

检工发放防毒面具、防护眼镜等防护用品，同时还配备便携

式硫化氢、氨气浓度检测仪，作业时工人均能正确佩戴、使

用。( 2) 控制室应急柜配置空气呼吸器等防护用具，发生泄

漏事故时工人可进入高浓度区域进行救护及紧急控制操作。
在装置区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处设置硫化氢、氨气气体报

警器。装置重点部位服务半径 10 m 内设置洗眼淋浴器，装置

区设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高处可视范围内设风向标，用于

辨明逃生方向。上述设施均正常运行，企业能对其进行定期

维护。( 3) 企业制定详细的职业卫生相关制度，通过日常职

业卫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工人的防护意识，让工人认

知硫化氢急性中毒危害，认知苯、甲苯、二甲苯、氨的刺激

性、腐蚀性危害，加强对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管。针对石

化企业职业病危害特点，定期组织应急中毒事故演练，防患

于未然。企业规定维修工人进入容器、储罐等设备开展定期

维修、更换催化剂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范，正确佩

戴符合标准的防毒面具，保持作业场所良好的通风状态，携

带硫化氢、氨气浓度检测仪，现场应有专人监护，防止职业

性急性中毒事故的发生。企业能严格按职业卫生相关管理制

度开展职业卫生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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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新建浸胶帘子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Pre-evaluation on occupational hazardous factors in a dipped tire-cord fabric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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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类比法和检查表法相结合的原则对某新建

2 万 t /年浸胶帘子布项目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建设项目生产

过程中可能产生氨、甲醛、己二胺、氢化三联苯、间苯二酚、
氢氧化钠、苯乙烯、一氧化碳、噪声、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

素，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但是可以预防的，从职

业卫生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关键词: 浸胶帘子布; 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

中图分类号: R134. 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 － 221X( 2012) 01 － 0060 － 03

某公司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调整产品结构，新建 2 万 t /年
浸胶帘子布项目，为预防、控制、消除该项目可能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受建设单位

委托，于 2011 年 6 月对该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 1 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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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GBZ 1—
2010) 等法律、标准和规范。
1. 2 评价内容

包括选址、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职业病危

害防护设施、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应急救援措施、个人防护

用品等。
1. 3 评价方法

采用类比法和检查表法相结合的原则，对建设项目生产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措施进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 1 项目概况

项目拟建于某化工产业聚集区，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主要由原丝车间、捻织车间、浸胶车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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