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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荆门市 32 个煤矿矿井的粉尘、噪声、碳氧化
物、氮氧化物、硫化氢等进行浓 ( 强) 度检测。矿井掘进头
粉尘样本的合格率为 86. 21%，提升机房噪声的合格率为
51. 85%，掘进头一氧化碳合格率为 82. 76%。提示企业应从
职业卫生管理、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应急
救援等多方面完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降低工作场所生产环
境中职业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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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地区煤矿主要分布于东宝区和掇刀区，多数年产量

在 4 万 t 以下，具有煤层薄、开采难度大、瓦斯含量低等特

点。依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 ( 试行) 》，煤

矿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煤尘、矽尘、噪声、一氧

化碳等。为了掌握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程度，提

出合理、可行的防护对策，使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降

到最低程度，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11
年对 32 个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荆门市 32 个煤矿矿井，检测每个煤矿的采煤工作面、掘

进头、总回风巷、地面装载司机、提升机房的粉尘、噪声、
碳氧化物、氮氧化物、硫化氢的浓 ( 强) 度。
1. 2 检测依据及方法

依据《工 作 场 所 空 气 中 有 害 物 质 监 测 的 采 样 规 范》
( GBZ159—2004) 采样，依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检

测方法》 ( GBZ /T160. 29—2004) 、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

定》 ( GBZ /T192. 1—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 部

分: 噪声》 ( GBZ /T189. 8—2007 ) 进行检测，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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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 GBZ2. 1—2007) 、《工

作场 所 有 害 因 素 职 业 接 触 限 值 第 2 部 分: 物 理 因 素》
( GBZ2. 2—2007) 进行卫生评价。
2 结果

2. 1 粉尘采样检测

采用 IFC-2 型防爆粉尘采样器及 JFC-2 型个体粉尘采样器

对 32 个煤矿采煤工作面、掘进头、总回风巷进行定点采样，

对井下采煤工人及地面装载司机进行个体采样，结果见表 1。
表 1 粉尘检测结果

采样方式 采样地点
粉尘
性质

检测
样本数

合格
样本数

最高检测浓
度( mg /m3)

样本合格
率( % )

定点采样 采煤工作面 煤尘 32 30 12. 9 93. 75

掘进头 矽尘 29 25 16. 0 86. 21

总回风巷 煤尘 32 32 4. 48 100. 00

个体采样 采煤工人 煤尘 32 32 3. 75 100. 00

装载司机 煤尘 32 31 4. 62 96. 88

2. 2 噪声检测

采用 AWA6270 + 噪声分析仪对采煤工作面、掘进头、提

升机房进行噪声强度检测，每个地方选择 3 个测点，取平均

值，结果见表 2。
表 2 噪声检测结果

监测地点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最高检测值
［dB ( A) ］

合格率
( % )

采煤工作面 27 26 85. 6 96. 30
掘进头 26 24 95. 6 92. 31
提升机房 27 14 106. 1 51. 85

2. 3 化学因素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显示，采煤工作面和掘进头一氧化碳合格率分

别为 93. 75%和 82. 76%，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硫化氢均未

出现超标现象。
3 讨论

荆门地区煤矿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煤尘、
矽尘、噪声、一氧化碳等，大多数煤矿为每周 7 d 工作制，生

产岗位人员实行四班三运转制，每班工作 8 h。煤矿均采取了

机械通风、湿式打眼等职业病防护措施，并安装有瓦斯监测

器等。
我国煤矿粉尘危害严重，尘肺病的发病率高，不仅直接

损害了井下工人的健康，也使大量粉尘随矿井排风进入大气，

造成环境污染［1］。煤矿作业场所主要粉尘包括煤尘及矽尘，

采煤作业面工人接触的为煤尘，掘进头粉尘经检测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大多在 10% 以上，为矽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煤

矿掘进头粉尘超标率最高，采煤工作面也有部分煤矿超标，

地面装载司机个体粉尘少数超标。与杨培军［2］等人的检测结

果相比，荆门地区煤矿企业粉尘超标率偏低，这可能与荆门

煤矿煤层薄、井下湿度大有一定关系。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采煤工作面、掘进头及提升机房噪

声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其中提升机房噪声超标现象尤为严

重，而且操作工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长久下去必然会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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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产生影响，应当引起重视。
井下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均有可能引起窒息、中毒，本次

检测出少数巷道一氧化碳浓度超标，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巷道

通风不畅引起的，应当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善，同时应注意

在巷道放炮时炮烟散尽后再返回工作面作业。
综上所述，荆门地区煤矿生产过程中存在粉尘、噪声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职业

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从职业卫生管理、职业

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等多方面完善职

业卫生防护措施，降低工作场所生产环境中职业病危害因素

程度，以达到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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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某铅锌冶炼企业的生产工艺、生产活动、
作业环境、作业场所中铅浓度、接铅作业工人血铅值等进行
现场调查，根据现场铅浓度以及接铅作业工人血铅值，确定
关键控制点。该铅锌冶炼企业接铅作业岗位超标率为 66. 6%，

各车间铅烟平均检测结果和接铅作业人员平均血铅值也均超
标。提示该企业应针对铅烟浓度超标严重的电铅反射炉、供
料干燥窑巡检、烧结配料、电铅熔铅锅等岗位作为关键控制
点进行技术改造，加强密闭和通风，使铅烟的浓度控制在国
家职业接触限值以下，防止铅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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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锌精矿和锌锭的年产量均位于世界首位。我

国的铅锌冶炼企业大都采用传统的火法炼锌，工艺落后，设

备陈旧，金属回收率低，铅危害和铅污染非常严重。近年来，

管道化、密闭化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铅锌密闭鼓风炉法新工

艺正在逐步取代了传统火法炼锌，但是此新工艺仍有少量毒

物外逸的可能，职业病危害仍然比较严重，尤其是铅中毒问

题一直还是困扰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难

题［1］。为了对铅锌冶炼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尘毒危害因素进

行深入的识别与分析，我们针对采用铅锌密闭鼓风炉法的某

大型铅锌冶炼企业接铅岗位作业环境进行了现场调查和检测，

结合接铅人员血铅值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旨在找出关键控制

点，对指导铅锌冶炼行业制定行之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该企业的供料、烧结、电铅、熔炼车间的各岗位工

人 131 人 作 为 接 铅 组，年 龄 ( 35. 0 ± 6. 1 ) 岁，接 铅 工 龄

( 8. 0 ± 5. 4) 年; 选择该企业的机关、电力、化验等非接铅生

产岗位 58 人为对照组，年龄 ( 36. 8 ± 6. 0 ) 岁，工龄 ( 13. 0
± 7. 3) 年。
1. 2 方法

1. 2. 1 现场状况 该企业在正常生产 ( 铅产量 70 t /d) 状况

下，调查生产工艺、生 产 活 动 及 不 同 岗 位 作 业 情 况，采 用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2004)

和《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铅及其化 合 物》 ( GBZ /
T160. 10—2004) 对该锌冶炼企业供料、烧结、电铅、熔炼车

间空气中铅烟浓度进行现场采样和检测。
1. 2. 2 血铅测定 采用《血铅的 TrionX-100 石墨炉原子吸收

光谱法》 ( WS/T20—1996 ) 对不同岗位接铅作业人员血铅值

进行测定。
1. 2.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 0 统计软件对上述相关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 1 生产工艺及生产活动

2. 1. 1 主要生产工艺 铅锌密闭鼓风炉法主要工艺流程为:

→ → → → →锌精矿 供料 烧结 熔炼 电铅 铅锌产品。
2. 1. 2 生产活动 铅锌冶炼企业的主要生产车间分为供料、

烧结、电铅、熔炼，整个生产操作过程以机械操作为主，多

数工人从事现场巡检，主要在生产设备旁进行生产活动，这些

设备包括供料干燥窑、烧结机、破碎机、烧结风机及皮带、熔

炼铅泵、熔炼床、电铅反射炉、电铅熔铅锅等。该项目在供

料、烧结、熔炼、电铅车间均设置了局部排风系统。
2. 2 作业环境检测

铅锌冶炼企业通常把主要生产设备布置在厂房内，工人

采用巡视式操作，在厂房内 ( 设备旁) 同时接触多种职业病

危害因素，其中以接触铅烟为主。各岗位作业环境中铅的有

关检测数据见表 1，10 个接铅作业岗位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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