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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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前，齐新周，谭春艳

LIU Qian，QI Xin-zhou，TAN Chu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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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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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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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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给水站 ( 空压、制氮、水冷、给排水) 、热媒站、锅炉

房、污水处理站等组成，年产 2 万 t 浸胶帘子布。主要原料是

尼龙 66 盐水溶液，胶液配制使用氨水、甲醛、氢氧化钠、间

苯二酚及 VP 胶乳 ( 含苯乙烯) 等，热媒系统采用加热介质

为氢化三联苯。
项目定员 800 名，主要岗位有聚合、纺丝、卷绕、整备、保

全、络筒、挡车、倒筒、调胶、浸胶、分级、热媒、锅炉、空压等。
2. 2 生产工艺流程

尼龙 66 盐水溶液→盐处理→预热→反应→聚合→纺丝→
牵伸卷绕→工业丝→直捻机加捻→帘子布织造→白坯帘子布

→浴槽浸胶 ( 调胶) →烘干→浸胶帘子布

2. 3 类比调查

2. 3. 1 类比企业的选择 选择项目单位现有企业生产项目作

为类比调查对象，三期工程 2 万 t /年浸胶帘子布和五期工程

2 万 t /年锦纶 66 工业丝生产线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7 年开工

生产，其生产工艺、规模、产品、原辅材料、主要生产设备

及职业病防护设施与该项目相似，具有可比性。类比企业设

有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并配备有专职管理人员，负责职

业卫生工作;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健全。
2. 3. 2 类比检测结果 类比企业工作场所己二胺、甲醛、间

苯二酚、苯乙烯、氢化三联苯和一氧化碳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

限值; 浸胶车间胶槽氨短时间接触浓度( CSTEL ) 52. 00 mg /m3，

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卷绕、倒筒、络筒、直捻机、
喷气式布机 5 个岗位 8 h 等效连续 A 声级 ( LEX，8 h ) 为 87. 2 ～
96. 2 dB ( A) ，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其他岗位噪声强度未超过

职业接触限值。详见表 1、表 2。
表 1 类比项目毒物浓度检测结果 mg /m3

单元 毒物 CTWA CSTEL MAC 结果判定

原丝车间 己二胺 0. 54 0. 70 — 合格

氢化三联苯 0. 91 1. 5 — 合格

浸胶车间 甲醛 — — 0. 13 合格

氨 17. 5 52. 0 — 不合格

间苯二酚 — ＜ 8. 12 — 合格

氢氧化钠 — — 0. 67 合格

苯乙烯 0. 05 3. 07 — 合格

公用工程 氢化三联苯 0. 20 1. 0 — 合格

一氧化碳 1. 2 12. 5 — 合格

注: 已二胺和 氢 化 三 联 苯 接 触 限 值 使 用 美 国 ACGIH 标 准。己 二 胺

TWA: 0. 5 ppm( 2. 3 mg /m3 ) ，氢化三联苯 TWA: 0. 5 ppm( 5. 0 mg /m3 ) 。

2. 3. 3 类比企业健康监护情况 类比企业从事职业病危害的

485 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接触毒物 ( 苯) 63 人，检查项目

为内科检查、心电图、B 超、血常规、尿常规，血常规异常

者 1 人 ( 白细胞 14. 3 × 109 /L) ; 接噪作业人员 422 人，检查

项目为内科常规检查、心电图、纯音听力测定、血常规、尿

常规，诊断噪声观察对象 10 人。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根据拟建项目的特点、生产工艺、设备布局情况分为原

丝车间、捻织车间、浸胶车间、公用工程 4 个单元进行识别

和评价，公用工程单元包括综合动力给水站 ( 空压、制氮、

水冷、给排水) 、热媒站、锅炉房等，见表 3。

表 2 类比企业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 dB ( A)

单元 岗位 LEX，8 h 职业接触限值 结果判定

原丝车间 聚合 81. 3 85 合格

纺丝 81. 3 85 合格

卷绕 94. 6 85 不合格

捻织车间 倒筒 87. 2 85 不合格

络筒 87. 4 85 不合格

直捻机 87. 8 85 不合格

喷气式布机 96. 2 85 不合格

浸胶车间 浸胶机 78. 7 85 合格

公用工程 空压机 79. 4 85 合格

热媒 79. 5 85 合格

锅炉 83. 4 85 合格

表 3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产生环节

评价单元 岗位或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原丝车间 聚合 己二胺、氢化三联苯、噪声、高温

纺丝 己二胺、氢化三联苯、噪声

卷绕、分级倒筒 噪声

捻织车间 络筒、挡车、倒筒 噪声

浸胶车间 调胶 甲醛、氨、间苯二酚、氢氧化钠、

苯乙烯

浸胶 甲醛、氨、间苯二酚、苯乙烯、噪声

公用工程 空压、制氮、冷冻 噪声

热媒 氢化三联苯、一氧化碳、噪声、高温

锅炉 一氧化碳、噪声、高温

2. 5 职业病防护设施

2. 5. 1 防毒 生产设备、管道密闭化; 聚合间、卷绕间、纺

丝间、油剂间及有联苯蒸汽的房间设置送、排风设施; 油烟

采用电捕焦油器处理; 在聚合间屋顶设置专用喷淋塔，用水

循环喷淋的方式吸收从浓缩槽、反应槽、聚合器排出的含己

二胺水蒸气。浸胶车间烘干有毒气体采取高排气筒排放装置。

热媒站、锅炉房露天布置。
2. 5. 2 防噪声 首选低噪声设备，卷绕机、风机、空压机装

有隔声罩、消音器; 卷绕间拟采用吸声吊顶; 卷绕机、织布

机等噪声设备集中布置，设减震基础; 在卷绕间、捻织车间

设置值班室或休息室; 站房建筑设计方面采取吸声墙体及设

隔声门窗。
2. 5. 3 防暑 该项目可能实现自动化和远距离操作方式，聚

合、热媒、锅炉岗位实行定时巡检制度，热力管道和设备采

用保温材料隔热，车间或控制室设置全面、局部送风装置或

空调装置。
2. 5. 4 拟配置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建立有个人防护

用品发放、使用及佩戴等管理制度; 拟发放个人使用的职业

病防护用品，包括防尘连体服、防尘口罩、防毒口罩、防毒

面具、防护眼镜、防护手套、防护耳塞、耳罩、防静电服、

防辐射服、棉衣防寒用品、空气呼吸器等。
2. 5. 5 拟采取的应急救援设施 氢化三联苯循环系统输送

泵、纺丝熔体输送泵拟设报警、联锁自停装置。设有热媒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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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排放系统，当出现较大事故时，可远程操作阀门，将设备

和管路中的热媒快速排放至氢化三联苯贮槽内。
3 讨论

3. 1 评价

该项目位于化工产业园区，在被保护对象夏季最小频率

风向的上风侧，距离被保护对象大于 1 km。总平面布置功能

分区明确，全年最小频率风向南东南，频率 1. 1%，生产区布

置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工艺设备管道化、自动化、
密闭化。卷绕机布置在原丝车间底层，捻织车间、浸胶车间

及联合站房为单层厂房，热媒站、锅炉房露天布置。主要车

间厂房根据工艺要求使用空调系统。该项目选址、总体布局

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辅助用室、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和《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该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为化学毒物、噪声、高温等。氨、甲醛及一氧化碳均

是《高毒物品目录》所载明的高毒物品［1］，综合判定该项目

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根据有关规定应当进行设

计阶段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
3. 2 建议

1989—2003 年全国刺激性气体重大急性职业中毒的特征

表明，氨的中毒起数、中毒病例数居第三位、中毒死亡例数

均居第二位［2］。浸胶车间浸胶机胶槽局部密闭，安装通风排

毒装置，同时必须加强个人防护。加强设备管理防止跑、冒、

滴、漏; 对可能泄漏氨、甲醛的场所配备淋浴及洗眼器等设

施，安装有毒气体自动检测报警装置及事故排风设施。高噪

声设备采取隔声、降噪、减振等措施，工人佩戴耳塞，缩短

工作时间等。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设职业卫生管理办公室，配备 2 人以

上专 ( 兼) 职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

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

价制度;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用人单位不得安

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按照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有关要求，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
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开展自救互救培训。设置应急救援机构并配置人员，包括配

备 7 名以上的医疗卫生人员，紧急救援站或有毒气体防护站

使用面积不少于 30 m2，配备应急救援防护装备及现场急救药

品，包括 2%醋酸或 3%硼酸、洗眼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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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铅是一种神经毒物，可引起神经递质的变化。神经递质

含量的改变与脑损伤、学习记忆密切相关。纳米 PbS 已被广

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在其研发、生产及应用过程中与人体产

生了广泛的接触，呼吸道是人体摄入纳米颗粒的主要途径之

一［2］，研究显示，当某些物质达到纳米级尺度时，可带来更

强的毒性及潜在的危害。因此本次研究采用呼吸道染毒纳米

PbS，观察其对大鼠神经递质的影响。
Glu 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兴奋性神经递质，广泛存在于

海马等部位。海马是铅毒性作用的主要靶组织。海马区的长

时程增强现象 ( LTP) 与学习记忆功能密切相关。谷氨酰胺酶

( GS) 是 Glu 代谢转运中的关键酶，铅可以通过影响 GS 活性

而影响 GlU 的转运代谢。有文献报道［4］，铅不但可以干扰 Glu
的释放，还可以加速 Glu 的失活，从而抑制 LTP 的产生，进

而导致学习记忆能力的下降。本结果显示，随着染毒剂量的

增加，血清及海马组织中 Glu 含量、NO 含量逐渐减低。纳米

硫化铅可能是通过影响 GS 活性，从而影响 Glu 合成，进而抑

制 LTP 的产生，导致学习记忆能力下降。
NO 是一种特殊的神经递质，在 LTP 形成过程中充当逆行

信使。在生理状态下，诱导型 NOS ( iNOS) 是内源型 NO 在

生物体内生成量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原因。NOS 作为 NO 合成所

需的唯一关键酶，与脑发育及学习记忆密切相关。有研究表

明，大鼠海马组织中 NO 含量及 NOS 活性随染铅剂量增加而

降低。周蔚等［5］通过研究大鼠慢性染铅过程中海马 NOS、NO
的变化，也证明了长期低剂量染铅会导致 NOS 活性下降，NO
含量降低，从而影响 LTP 的产生，进而损伤学习记忆能力。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染毒剂量组大鼠血清及海马组织 NO 含量

及 NOS 活性较对照组降低。提示纳米硫化铅可能导致 NOS 活

性降低，NO 合成含量减少，进而损伤学习记忆能力。
目前有关纳米硫化铅的中枢神经毒性研究国内外尚未见

报道，其毒性机制不完全明了，毒理学工作者的工作仍然是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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