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以来，职业卫生各项工作得到了

上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并在 2007 年将“扩大劳务工职业卫

生保健”列为宝安区十大民心工程，给予了政策和资金的双

重保障。同时辖区内卫生监督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通过开

展一系列职工卫生培训，增强企业负责人职业病防治意识，

使他们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特性并制定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包括用低毒品替代高毒品、完善防毒措施、设置警示标识并

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等。上述措施使本辖区中小企业工作场

所内职业危害现状得到较大改善。但存在问题仍不容忽视，

职业病危害事故仍有可能发生。今后辖区内应当继续加大职

业卫生工作力度，特别是对噪声、三氯乙烯、正己烷、苯的

防治工作，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和培训宣传，从而为劳动者

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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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制品行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Survey on present statu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hair-products industry

刘前，齐新周，邵松强，郭新华
LIU Qian，QI Xin-zhou，SHAO Song-qiang，GUO Xin-hua

( 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河南 平顶山 467002)

摘要: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和检测检验法，对 6 家发
制品企业进行职业卫生现状评价。结果显示，粉尘、毒物、
高温检测点合格率为 100%，噪声检测点合格率为 66. 7%。
毒物、噪声是该行业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并存在一
定的接触暴露，建议合理布局，改进设备，落实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和采取个人防护，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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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制品行业是以人发、人造纤维等为原材料进行假发加

工的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加工过程存在许多职业病危害

因素，而国内对其职业危害鲜有报道。为了解和控制职业病

危害，探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对策，保护劳动者健康，2010
年 5—7 月我们对 6 家发制品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进行了调查与

分析。
1 内容与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的方法，对 6 家发制品企业基本

概况、生产工艺、设备布局、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职业卫

生工程技术措施、应急救援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

品、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检查等方面进行调查，确定职

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并对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

行检测、分析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 1 概况

6 家企业中有污水处理设施的 4 家，2 家污水集中排入工

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5 家自备锅炉供热，1 家使用集中供热。

主要原辅材料除人发或人造纤维外，有硫酸、次氯酸钠、烧

碱、氨水、焦磷酸钠、硫酸钠、染料、洗发精、护发素等;

主要设备有酸浸缸、染缸、烘干房、三联机、和片机等。通

过调查可较为真实反映目前发制品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

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6 家发制品企业概况

企业 性质
设计产量

( 万条 /年)

劳动定员

( 人)
投产时间 辅助设施

A 企业加工厂 20 60 1993 年 污水处理、锅炉

B 企业加工厂 200 83 2007 年 污水处理、锅炉

C 企业加工厂 50 130 2004 年 锅炉

D 企业加工厂 48 120 2006 年 锅炉

E 企业加工厂 60 66 2004 年 污水处理、锅炉

F 家庭作坊 10 108 2004 年 污水处理

2. 2 生产工艺

将收购的人发根据质地、长短进行梳理分档，经脱脂、染

色制成工艺发条，再深加工成各种发套饰品。主要工艺流程:

生发→浸 酸 ( 硫 酸 和 次 氯 酸) →氨 中 和 ( 18% 氨 水，

80℃ ) →水洗→漂洗 ( 氨水、焦磷酸钠) →水洗→煮净→染

色 ( 染料和硫酸钠，100℃ ) →水洗→洗发→烘干→打发→机

制→后处理→烘干→半成品发条→检验→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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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毛发→漂染→水洗→烘干→打发→机制→造型→水

洗→烘干→电烫→包装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

毛发制造生产过程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来源: 浸酸过程中

加入硫酸、次氯酸产生酸雾和氯; 氨水中和过程可逸出氨气;

机制使用帘子胶 ( 含有苯、甲苯、二甲苯) 粘接发条可能逸

散苯、甲苯和二甲苯; 污水处理工作场所可有硫化氢; 煤在

锅炉中燃烧或燃烧不完全时产生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一氧

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 使用锅炉，卸煤、上煤、出渣

过程产生粉尘; 烘干房、锅炉存在高温; 三联机、和片机、
鼓风机等运行产生噪声。详见表 2。

表 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车间 产生环节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过酸漂染 酸浸、氨中和 硫酸、次氯酸、氯气、氨

前处理 烘干、氨中和 高温

机制 三联机、和片机 苯、甲苯、二甲苯、噪声

后处理 水洗、烘干、电烫 苯、甲苯、二甲苯、高温

包装 包装 苯、甲苯、二甲苯

锅炉 卸煤、锅炉上煤、出渣、

煤燃烧或燃烧不完全

粉尘、一 氧 化 氮、二 氧 化 氮、

一氧化碳、二氧化硫、高温

除尘风机、锅炉上水泵 噪声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 硫化氢

鼓风机 噪声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按照《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的要

求设置采样点和个体采样对象。检测结果表明作业场所中粉

尘、苯、甲苯、硫酸、氯气、氨、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一

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噪声 8 h 等效

声级为 70. 0 ～ 89. 0 dB ( A) ，三 联 机、和 片 机 噪 声 强 度 为

85. 2 ～ 92. 6 dB ( A) ，超过职业接触限值。高温时间加权平均

WBGT 指数为 27. 0 ～ 30. 4℃，符合职业接触限值。6 家企业噪

声超标岗位分布相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化学物质浓度检测结果

职业病

危害因素

检测

点数

TWA 范围

( mg /m3 )

STEL 范围

( mg /m3 )

超限倍数

范围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 )

粉尘 10 0. 21 ～ 1. 40 — 0. 2 ～ 4. 5 10 100
苯 55 0. 001 ～ 1. 590 0. 017 ～ 3. 100 — 55 100
甲苯 55 0. 02 ～ 14. 00 0. 01 ～ 6. 90 — 55 100
二甲苯 55 0. 03 ～ 0. 38 0. 004 ～ 0. 080 — 55
硫酸 5 0. 03 ～ 0. 34 0. 09 ～ 0. 98 — 5 100
氯气 5 — 0. 17 ～ 0. 47* — 5 100
氨 5 0. 07 ～ 9. 50 0. 33 ～ 18. 00 — 5 100
一氧化碳 6 1. 3 ～ 5. 6 1. 3 ～ 3. 8 — 6 100
二氧化硫 6 0. 06 ～ 0. 28 0. 06 ～ 0. 50 — 6 100
一氧化氮 6 0. 01 ～ 0. 09 — 0. 001 ～ 0. 013 6 100
二氧化氮 6 0. 02 ～ 0. 15 0. 01 ～ 0. 20 — 6 100
硫化氢 4 — 0. 03 ～ 0. 98* — 4 100
噪声 30 70. 0 ～89. 0 dB( A) — — 20 66. 7

注: * 为 MAC。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根 据 各 有 害 因 素 的 TWA、MAC、

STEL 或最大超限倍数判断，噪声检测结果为 8 h 等效声级。

2. 5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过酸漂染车间酸浸工作场所敞口加料，反应锅上方安装

有集气罩，用风机排风，酸雾经酸雾捕集器无害化处理后高

空排放; 三联机工作场所安装有局部通风系统; 各车间设置

轴流风机或换气扇机械通风; 硫酸、次氯酸及氨水采用密闭

容器贮存。鼓风机、除尘风机、泵等设备采取减振基础，配

备隔声装置。锅炉安装有旋风、水膜除尘系统。上煤、出渣

及清扫采用湿式作业。污水处理装置露天布置，自然通风。
配备有防尘口罩、防尘帽、防毒口罩、防毒面具、防护面罩、
耐酸鞋、橡胶手套及耐酸碱工作服等。
2. 6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企业设有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配备兼职人员进行职

业卫生管理; 建立有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设置应急救

援组织机构，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设置有警示标识和中文警

示说明。在产生和使用高毒物品 ( 氨、苯) 的工作场所，设

置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2. 7 职业健康检查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工人 232 人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检出异常 34 人。结果见表 4。
表 4 232 名发制品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异常表现
机制车间 包装车间

例数 检出率( % ) 例数 检出率( % )

血常规 ( 白 细 胞 总 数 减 少、血 小 板 减 少、

血红蛋白降低)
23 0. 10 2 0. 008

心电图异常 ( 心肌缺血、左前分支阻滞) 8 0. 30 — —
肝脏 B 超异常 ( 轻度脂肪肝) 1 0. 004 — —

3 讨论

现场调查发现其中 1 家企业氨洗、水洗工序设置在同一

车间内，分区不明确，不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的原则，

应将工作区独立分隔，避免职业危害的扩散。机制车间内三

联机、和片机设备布置相对密集，噪声叠加，同时使用帘子

胶; 有报道苯和噪声联合作业对听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剂量-反
应关系［1］。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机制车间工人血常规异常

疾患检出率高，且有心电图异常检出，可能与该车间工人接

触低浓度苯同时接触超标噪声有关; 作业工人即使仅接触低

浓度苯，仍可引起机体的健康损害，与有关报道一致［2］。职

业健康检查未发现接触粉尘、噪声所致的职业病、疑似职业

病和职业禁忌，主要是工人大多数是合同工或临时工，流动

性大，工龄短。应加强机制车间通风排毒设施使用和维护，

降低车间内设备密度，发放并督促工人佩戴耳塞。
改进设备，使浸酸、中和、漂洗尽可能在密闭容器中进

行，减少酸雾、氨水挥发。家庭式作坊的女工有混合作业，

加强职业卫生监管，改善女工作业环境，确保女工的身心健

康。在过酸漂染车间设置洗眼器、淋浴器。
企业应履行法定的职业病防治责任，落实职业病防治管

理制度，加强职业病防治的宣传与培训。大多数工人文化程

度低，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

训，提高工人自身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及职业防护意

识。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委托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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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

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存在

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作业人员随市场需求的变化经常加

班加点，应落实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评价制度，

包括生产旺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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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缆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调查分析

Survey and analysis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an optical fiber and cable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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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某光缆生产企业室外光缆车间和室内光缆车间
的生产工艺、原材料以及防护设施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
查、检测与分析。结果显示，采用原有生产线的室外光缆车
间挤塑机噪声超标，采用新生产线的室内光缆车间挤塑机旁
石蜡烟短时间接触浓度超标。提示光缆生产职业病危害因素
控制的关键环节是防噪和局部排风，关键防护岗位是主机手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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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135 文献标识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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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1 ～ 3］，新兴技术［4］应用

导致的职业病危害问题亦日趋引起关注。目前作为高新技术

产业之一的我国光纤光缆产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有关光

纤光缆生产过程的职业病危害研究国内外尚少见报道。本文

通过典型调查，识别分析光纤光缆生产过程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其关键控制点，为加强光纤光缆生产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
1 内容与方法

选择沈阳某光通信有限公司作为典型调查企业，通过识

别、检测和对比该企业新 ( 室内) 、老式 ( 室外) 光缆生产

线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和水平，确定两种光缆生产线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存在的关键部位，并提出控制关键点。
2 结果与分析

2. 1 概况

室外光缆生产线和室内光缆生产线分别于 2002 年和 2009
年购进，二者分布在同一厂房不同车间，通过彩钢板和通透

玻璃分隔。两个车间生产工艺、使用护套料、防护设施均有

不同，基本情况见表 1。
2. 2 生产工艺

室外光缆和室内光缆生产均采用全自动生产线。具体生

产工艺见图 1 和图 2。

表 1 两个车间生产概况

车间
生产线

数量 开启

生产线 /挤

塑机型号
产品类型

主要原辅料

种类 主要成分

室外

光缆

车间

4 4
单螺杆

SJ-90X25C

( Ⅲ)

室外用

光缆

PE 护套料 中密度聚乙烯

印字墨 丁酮

缆膏

合成油和加氢白油、

少量高分子聚合物、

气相白碳黑、抗氧化

剂和稳定剂

室内

光缆

车间

6 2 1# ～ 6#SL
接入网用

蝶形引入

光缆

低烟无卤阻

燃护套料

乙 烯-醋 酸 乙 烯 共 聚

物，聚乙烯，氢氧化

铝，氢氧化镁，助剂

印字墨 丁酮

放线 → 充油 → 包金属带 → 挤上护套 → 冷却
↓

收线 ← 印字

图 1 室外光缆车间生产工艺示意图

放线 → 挤上护套 → 冷却 → 印字 → 收线

图 2 室内光缆车间生产工艺示意图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室外光缆所充油膏为高分子聚合物的混合物，性状稳定，

无挥发性; 包金属带过程依靠机器挤压，不产生危害因素;

挤上护套过程使用 PE 护套料，主要产生甲醛、乙醛、一氧化

碳、石蜡烟、丁酮、噪声等。室内光缆挤上护套过程使用低

烟无卤阻燃护套料，主要产生甲醛、一氧化碳、石蜡烟、丁

酮、噪声等。两个车间职业病危害因素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2。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

两个车间每条生产线噪声声级和化学有害因素浓度检测

结果见表 3 ～ 5。
2. 5 职业卫生工程技术措施

两车间厂房顶部都安装了无动力全面通风系统，参数相

同。在室外光缆车间挤塑机上方安装了局部排风系统，每

个机箱和挤出口上各安装1个排风罩，由1台风机带动。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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