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市 109 家市管企业均不同程度地

存在噪声、粉尘、化学毒物危害，其中噪声的职业病危害最

严重，合格率为 74. 1%，粉尘、化学毒 物 的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91. 9%和 98. 1%。
有机溶剂是我市主要的生产性毒物，这与我省其他地市

的调查情况基本一致［1］。在1181个生产性毒物检测点中，有

机溶剂占检测数的 87. 9%。26 种有机溶剂中，丙酮、乙酸乙

酯、乙酸丁酯、丁酮、苯及其同系物是我市工业企业使用最

多的生产原料。甲苯、二甲苯、丙酮、丁酮、异丙醇、乙苯、
甲醇、三氯乙烯等 8 种有机溶剂不同程度地存在超标现象，

甲苯的最高超标倍数达 7. 3 倍，因此应重点做好对甲苯的防

护，防止急性中毒事故的发生。本次调查还发现，在所检测

的 170 个苯的样品中，160 个样品的检测结果低于检测限，没

有一个样本的检测结果超过职业接触限值，表明目前我市生

产企业使用的胶水已基本做到以低毒代替高毒 ( 如苯) 的要

求。将这些胶水归结为 3 种，一是有苯的含苯胶，二是无苯

有甲苯、二甲苯的无苯胶，三是无苯、甲苯、二甲苯而有丙

酮、丁酮、乙酸乙酯、乙酸丁酯的水性胶。以往企业提供的

基础资料中较少涉及乙苯，此次 19 个样品中检出的乙苯均由

实验室分析所得，因此今后在苯及其同系物的测定中，应关

注原料中可能存在的乙苯。
金属毒物中锰是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以往我们认为

锰主要存在于使用含锰电焊条的手把焊作业，但是在生产电

池的工艺分析中发现注芯工艺原料中存在二氧化锰，且空气

中锰浓度超标 1. 1 倍，锰被列入高毒物品，可造成机体不可逆

转的神经系统损害，应引起重视。汞存在于荧光灯制造业，

本次调查 5 家荧光灯生产企业汞浓度均未超标，原因是这些

企业均采用固汞代替液汞的生产技术，液汞表面张力大极易

挥发，而固汞为固态汞合金，克服了液汞易挥发的特性。铅

为高毒物品，铅中毒也是我国主要的职业病病种之一，从现

场调查和检测结果来看，我市企业均采用无铅焊锡代替有铅

焊锡的生产工艺。

无机化合物中的硫酸、盐酸、铬酸盐、氢氧化钠、氰化

物主要用于金属镀件表面的清洁，本次调查检测结果均未超

标，这与生产设备的密闭化、吸风装置完善有关。
生产性粉尘主要是矽尘和电焊烟尘超标。2006 年至 2011

年，我市共诊断尘肺病例 25 例，全部是电焊工尘肺和矽肺。
我市汽车制造、船舶制造业发达，在汽车、船舶制造过程中，

焊接是主要的生产工艺，由于受到汽车制造时工件大、船舶

制造时焊接空间小的制约，作业场所粉尘防护设施不易设计

和安装，造成电焊烟尘浓度大。我市矽肺主要发生在采石场

和石材加工企业，本次调查发现矽尘最高超标 12. 6 倍，因此

应加大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力度，有效降低尘肺的发病率。
生产性噪声合格率为 74. 1%，涉及面广。控制噪声的途

径我们认为主要应从前期预防开始，如选用低噪声设备、隔

音、消音，对于已投产的工业企业，企业管理者大多选择耳

塞、耳罩等个体防护措施，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强对防护用

品使用的管理，督促工人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市管工业企业行业分布、经济类型有一定的特点。厦门

地处东南沿海，独特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台资、外资等境外企

业众多，分布在全市各区，台资企业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电

子、化工、眼镜、运动器材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

单位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企业是否开展职业病防

治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自身认知，二是卫生监督部门

的监管。调查显示，境外企业对职业病危害的认知普遍较好，

能主动遵守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评价、日常监测、职业健康体检等职业病防治工作。
本次调查虽然我市职业卫生监测覆盖率 ( 69. 4% ) 明显

高于其他地市 ( 31. 0% ) ［2］，但职业病防治的工作依然任重而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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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8 家饲料生产企业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结果
显示饲料行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粉尘和噪声，且
检测结果均严重超标，建议进一步完善除尘设施，并加强防
护用品使用的管理，确实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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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我国各类养殖业的快速发展，饲料行业以现代

工艺取代传统工艺，必然走向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道路。
对于现代饲料生产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问题也必将引起广泛关

注，对于饲料行业职业病危害的研究在国内尚未见报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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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饲料行业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并为职业卫生监管

和保护劳动者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饲料行业的 8 家生

产企业职业病危害进行了状况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某地区 8 家饲料生产企业。
1. 2 方法

职业卫生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调查和查阅企业的控制效果

评价报告书等资料，对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调查的内容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生产工艺流程、职业病防

护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工作地点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检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8 家企业的规模均为中小企业，生产的品种主要为猪饲

料、鸡饲料和鸭饲料，还有淡水鱼饲料和浓缩饲料。生产工

艺基本相同，生产过程分为投料、混合、制粒和包装 4 个阶

段 ( 见图 1) 。使用的设备主要有提升机、粒料清理筛、旋转

分配器螺旋喂料器、粉碎机、配料秤、刮板输送机、高档制

粒机、碎粒机、包装秤、缝口输送组合机等。生产过程使用

的主要原辅料及其主要成分见表 1。

图 1 饲料生产工艺流程

表 1 饲料加工企业使用的主要原辅料

名称 主要成分

原料 玉米 —

玉米粕 玉米加工副产品

豆粕 大豆制油后残渣

棉粕 棉籽制油后残留物

辅料 氢钙 碳酸氢钙

石粉 碳酸钙

鱼粉 —

赖氨酸 —

2. 2 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通过现场调查和查阅资料，饲料企业的大料投料工、小料

投料工、制粒工、中控工、接料工、机修工、质检工等岗位存

在以粉尘、噪声和高温为主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详见表 2。

表 2 各岗位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途径

大料投料工 谷物粉尘、噪声 投料过程

小料投料工 石灰石粉尘、噪声 投料过程

制粒工 噪声、高温 制粒机制粒过程

中控工 谷物粉尘、噪声、高温、工频电场 中控室受外部设备影响

接料( 包装) 工 谷物粉尘、噪声 接料过程、其他设备运行

机修工 噪声 巡检设备过程

2. 3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本次调查的 8 家企业中，有 5 家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各岗位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大料投料工 谷物粉尘 3. 3 ～ 4. 7 mg /m3 4 mg /m3

噪声 83. 0 ～ 91. 4 dB( A) 85 dB( A)

小料投料工 石灰石粉尘 4. 3 ～ 8. 4 mg /m3 8 mg /m3

噪声 79. 5 ～ 86 dB( A) 85 dB( A)

制粒工 噪声 79. 3 ～ 86 dB( A) 85 dB( A)

高温 29. 6 ～ 29. 8 ℃ 25. 0 ℃

中控工 谷物粉尘 1. 0 ～ 7. 5 mg /m3 4 mg /m3

噪声 83. 3 ～ 84. 1 dB( A) 85 dB( A)

高温 28. 6 ～ 28. 9 ℃ 25. 0 ℃

接料( 包装工) 谷物粉尘 3. 7 ～ 13. 3 mg /m3 4 mg /m3

噪声
65. 9 ～ 86. 8 dB

( A)
85 dB ( A)

机修工 噪声 72. 6 dB ( A) 85 dB ( A)

注: 粉尘检测结果为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噪声检测结果为 8 h 等效声

级 dB ( A) 。

2. 4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本次调查中，有 4 家单位开展了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

目均为接触粉尘岗位的检查内容，包括内科常规、后前位 X
线高仟伏胸片、心电图、肺功能、血常规、尿常规 和 血 清

ALT，接噪岗位工人未进行检查，未发现有职业禁忌证。
2. 5 职业病防护设施

本次调查的生产企业工艺和设备基本相似，自动化程度

较高，只有投料和包装以手工为主。8 家企业在原料投料口、
小料投料口、粉碎和接料口设置了脉冲式除尘系统; 化验室

设置了通风柜，工人进行检验时在通风柜内进行，并设置了

应急冲淋系统; 在安装除尘器风机、混合机、粉碎机、斗式

提升机等产生噪声的设备基础时均设置了减振垫。
2. 6 个人防护用品

8 家企业均为接尘岗位配备了个人防尘口罩，仅有 3 家企

业为接噪工人配备了防噪耳塞。现场检测时发现，投料和包

装 ( 接料) 岗位工人在工作时未佩戴防尘口罩和防噪耳塞。
2. 7 职业卫生管理

仅有 3 家在投料和包装现场设置了相关警示标识。8 家均

未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卫生档案不健全。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饲料行业作业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主要为粉尘和噪声。与其相近的食品生产企业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主要为噪声［1］。饲料行业的粉尘危害主要来源于投料

和接料过程，有 2 家企业投料岗位和接料岗位时间加权平均

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其原因一是除尘设备存

在风压不够和通风量不足的问题，二是投料工在投料时有粉

尘逸散而导致浓度突发性增加。尽管接尘工人在职业健康检

查中未检出职业性疾患，但如果工人在超标的环境中长期工

作，最终可能导致尘肺病的发生。噪声主要存在于提升机、
粉碎机、制粒机和风机等运行过程中，2 家企业接触噪声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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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噪声强度超标，接噪岗位工人未发现职业性听力损伤，但

长期接触高强度的噪声不仅对听觉器官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同时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都有影响，不容忽视。
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尚未引起饲料行业的高度重视。因

此，对饲料行业应加强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培训，督促

企业全面落实职业病防治措施，在投料和接料岗位尽可能地

使用机械，减少人工操作，在粉碎和制粒岗位尽可能地采用

低噪声设备，并为工人配备有效的防尘口罩和防噪耳塞，督

促工人正确佩戴，切实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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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荆门市石膏矿矿井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

对荆门市 17 个石膏矿井的采膏工作面、掘进头、总回风巷、
地面装载司机及提升处的粉尘、噪声、碳氧化物、氮氧化物、
硫化氢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石膏矿井掘进头粉尘样本的合
格率为 88. 89%，提升处噪声的合格率为 36. 36%，工作面一
氧化碳合格率为 5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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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地区石膏主要分布于掇刀区，埋藏较深，且多为薄

层矿，需要地下开采，开采难度较大。石膏矿作业场所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石膏粉尘、一氧化碳、噪声等。为了掌

握石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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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石膏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降到最低

程度，我们于 2011 年对荆门地区 17 个石膏矿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荆门市 17 个石膏矿井，检测每个矿井的采矿工作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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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等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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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评价。

2 生产工艺及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2. 1 基本情况

本次检测的石膏矿其开采部分为人工开采 ( 主要为纤维

石膏) ，部分为机械开采 ( 泥膏) ; 机械开采包括电铲车开采

和柴油铲车开采，目前大部分为柴油铲车开采。工作为单班

工作制，每班每天工作 8 h，每周工作 6 d。
2. 2 生产工艺简图

→ → → →掘进 采膏 装载 提升 运输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 表 1)

表 1 石膏矿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存在主要岗位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原因 危害人员

采膏工作面
粉尘、噪声、氮氧化

物、CO、CO2、H2S
手工挖膏或铲车铲膏、工作面多工

序同时作业，放炮或者通风不畅
采膏人员

掘进头
粉尘、噪声、氮氧化

物、CO、CO2、H2S
风镐、工作面顺槽钻机钻孔、电

钻打眼，放炮或者通风不畅
操作人员

总回风巷 粉尘 回风夹带粉尘
巡 视 及 上 下 班

人员

装卸司机 粉尘 装载时扬起粉尘 操作人员

提升处 噪声 提升机噪声 操作人员

3 结果

3. 1 采样气象条件 ( 表 2)

表 2 采样气象条件

采样时间 温度( ℃ ) 湿度( % ) 大气压( kPa) 风速( m/s)

2012 年5—10 月 15. 6 ～ 25. 8 50. 4 ～ 89. 6 98. 5 ～ 100. 8 0. 5 ～ 3. 0

3. 2 粉尘检测结果

采用 IFC-2 型防爆粉尘采样器对17 个石膏矿采矿工作面、掘

进头、总回风巷进行定点采样，用 JFC-2 型个体粉尘采样器对井

下采矿工人及地面装载司机进行个体采样，结果见表 3。
3. 3 噪声检测结果

采用 AWA6270 + 噪声分析仪对采矿工作面、掘进头、提

升处进行噪声强度检测，每个地方选择 3 个检测点，取平均

值，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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