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对苯、一氧化碳急性中毒事故，在装置区设有应急事故柜，

柜内备有空气呼吸器、全面罩防毒面具、应急工具以及急救

药箱等，可及时获取。 ( 3) 反应装置区和固体顺酐包装区等

重点场所共设有 6 个冲洗装置，其服务半径小于 15 m，保证

在 10 s 内得到及时冲洗。
2. 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样品采集按《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2004) 执行，检测方法按《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

物质测定》 ( GBZ160—2004) 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 部分: 噪声》 ( GBZ /T189. 8—2007 ) 的要求执行。每天

上下午各采样 1 次，连续采样 3 d。
2. 8. 1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状况调查 该项目设有装置区控

制岗、公用工程岗及包装岗。装置区控制岗及公用工程岗主

要为巡检作业，每 2 h 巡检 1 次，每次约 1 h，巡检工存在短

时间暴露; 包装机为半自动包装，包装岗为固定岗位作业，

生产班制为四班运转，在进行包装及装卸时长时间暴露，每

班累计接触 2 h。
2. 8. 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检测顺酐 12 个点位，样

品数 75 个; 苯 3 个点位，样品数 15 个; 二甲苯 1 个点位，样

品数 3 个; 一氧化碳 1 个点位，样品数 3 个; 噪声 6 个点位，

样品数 15 个。检测样品数共 111 个，检测结果均在国家职业

卫生接触限值内。
2. 9 报警设施和车间事故通风的调查

该项目按照《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 GBZ /T223—2009) ，对苯、一氧化碳设有报警器，警报值分

别为 10 mg /m3、30 mg /m3。包装车间事故通风按《工作场所

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设施规范》设计，事故通风次数

12 次 /h。
3 讨论

该项目工艺先进成熟，采取了密闭化、自动化控制。在

正常生产情况下，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要

求，采取的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达到了控制效果。建议企业

对防护设施应定期维护及保养，确保其效果; 加强对作业工

人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 细化应急预案中发生

职业中毒事故后的应急救援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降低

事故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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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某大型国有煤矿生产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

调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实验室分析，掌握该

煤矿目前职业病危害现状和管理现状，明确该煤矿职业病防

治工作的目标和关键控制点，为该煤矿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

害防治措施提供依据，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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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 2013 年 4 ～ 6 月对某大型国有煤矿进行了职业病

危害现状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职业卫生人员通过对某大型国有煤矿现场职业卫生调查

和查阅资料、档案，对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内容包括: 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流程、职业卫生防护设

施、个人防护用品、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应急救援设施、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发病情况等。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该煤矿于 1968 年 4 月建成正式投产，目前生产以普采、
炮采、炮掘为主，年产量为 96 万 t 原煤、精煤 51 万 t、煤矸

石 32 万 t、煤泥 12 万 t，THJ422E4303 电焊条年用量 5 t，乳

化炸药年用量 3 t。
生产分为矿井采煤、掘进、井底运输、矿井提升、地面

选煤、矿井设备维修及公用工程。
井下采煤生产工艺: 煤层注水→割煤机试运转→采煤切

割作业→装煤→刮板输送机运煤→胶带输送机运煤→设备检

修。井下掘进生产工艺: 注水打眼→装药连线瓦斯检验→爆

破洒水→通风→出渣→矿车运输。地面选煤生产工艺: 原煤

经带式输送机运至准备车间，经原煤分级筛筛分处理后再经

缓冲仓进入主厂房入洗; 原煤进入跳汰机，矸石、中煤经过

斗提机排出; 跳汰机溢流精煤进入精煤脱水筛，8 ～ 0. 75 mm
精煤再进入离心机进行二次脱水，脱水后进入精煤皮带。
2. 2 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硫

化氢主要来源于含硫矿物及矿井下坑木等有机物腐烂，二氧

化硫来源于含硫矿物的氧化及燃烧，氮氧化物来源于巷道掘

进、采煤时的炸药爆破，矽尘主要来源原煤选矸石，噪声来

源于煤炭开采、原煤分选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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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煤矿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 存在岗位

硫化氢、二氧化硫
各采煤工作面、割煤机、刮板式溜子机、胶带
大巷、回风巷、井底煤仓

一氧化碳
各采煤工作面、各掘进工作面、胶带大巷、井
底煤仓、地面锅炉房

氮氧化物 各掘进工作面、地面锅炉房

锰及其化合物 电焊维修作业

煤尘 各采煤工作面、割煤机、刮板式溜子机、胶带
大巷、回风巷、井底煤仓、煤场、选煤厂灌仓
皮带、入洗皮带

矽尘 选煤厂首选皮带

电焊烟尘 电焊维修作业

噪声 割煤机、刮板式溜子机、耙装机、皮带机、主
井绞车、副井绞车、通风机房、压风机房、选
煤厂灌仓皮带、入洗皮带

手振传动 各掘进面风动工具打眼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普通采煤工作面割煤机采煤时煤尘 ( 呼尘) 浓度最高达

4. 87 mg /m3，巷道掘进耙装机装矿石 ( 矽尘呼尘) 浓度最高达

1. 83 mg /m3，分级筛巡检工噪声强度高达 89. 7 dB ( A) ，打眼

工手传振动测量值高达 24. 7 m /s2，均超过了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检测结果见表 2。
2. 4 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职业防护用品

2. 4. 1 防尘措施 采掘工作面: 采取煤层注水、采煤机高压

喷雾降尘，液压支架移架采用自动喷雾降尘，各皮带转载点、
破碎机等处进行喷雾洒水，按照煤体水分、采煤机工况和采取

其它降尘措施的不同而调节工作面最佳风速，采煤工作面最佳

排尘风速 1. 4 ～ 1. 6 m /s，采掘工作面湿式打眼、放炮前后洒水

清尘、使用 水 炮 泥、迎 头 放 炮 远 程 喷 雾、进 回 风 净 化 水 幕

水帘。
地面工作场所防尘: 原煤仓、成品仓和矸石仓均采用封闭

结构，储煤场采用高压水枪喷雾，各个转载点设有自动喷雾洒

水装置，道路扬尘除采取绿化方式外，洒水车定时洒水，电焊

维修车间配备了局部排风扇。
2. 4. 2 防毒措施 KSS-200 束管监测系统，实现 CO、CO2、
CH4、O2、N2 ( 计算值) 气体含量的 24 h 在线连续监测。
2. 4. 3 防噪措施 主副井绞车房分别设置了隔声控制室，中

央风井 通 风 机 出 风 道 设 置 组 合 式 消 声 装 置，值 班 室 采 用 隔

声门。
2. 4. 4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按国家规定的劳保发放的

年限来给职工发放工作服、防尘口罩，接触高噪声人员佩戴防

噪声耳塞，接振人员配备防振手套。现场调查及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期间发现部分工人未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表 2 职业危害因素现场检测结果 mg /m3

检测项目 岗位( 工种) 浓度( 或强度) 接触限值 结果判定

煤尘 采煤机司机 4. 87( CTWA) 2. 5( PC-TWA) 超标
采煤工 2. 30( CTWA) 不超标

溜子司机 2. 12( CTWA) 不超标

煤仓工 1. 89( CTWA) 不超标

井下皮带司机 2. 03( CTWA) 不超标

耙装司机 3. 42( CTWA) 超标
掘切工 1. 78( CTWA) 不超标

井上皮带司机 2. 23( CTWA) 不超标

铲车司机 1. 93( CTWA) 不超标

矽尘 井下装矸工 1. 83( CTWA) 0. 7( PC-TWA) 超标
井上选矸带工 0. 52( CTWA) 不超标

电焊烟尘 维修工 3. 26( CTWA) 4( PC-TWA) 不超标

一氧化碳 各作业场所 0. 12 ～ 0. 23( CTWA) 20( PC-TWA) 不超标

二氧化硫 各作业场所 ＜0. 2( CTWA) 5( PC-TWA) 不超标

硫化氢 各作业场所 ＜0. 52( CTWA) 10( MAC) 不超标
一氧化氮 各作业场所 0. 06 ～ 0. 10( CTWA) 15( PC-TWA) 不超标

二氧化氮 各作业场所 0. 07 ～ 0. 13( CTWA) 5( PC-TWA) 不超标

锰及其化合物 维修工 0. 12( CTWA) 0. 15( PC-TWA) 不超标

噪声 采煤机司机 84. 6 dB( A) 85 dB( A) 不超标

采煤工 79. 6 dB( A) 不超标

溜子司机 87. 5 dB( A) 超标
耙装司机 85. 6 dB( A) 超标

井下打眼工 86. 4 dB( A) 超标

井上皮带司机 83. 5 dB( A) 不超标

灌仓皮带机司机 83. 6 dB( A) 不超标

分级筛巡检工 89. 7 dB( A) 超标
手传振动 井下打眼工 8. 21 ～24. 7［ahw( m/s2) ］［5ahw( m/s2) ］ 超标

2. 5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该煤矿 2011 年、2012 年职业健康查体发现活动性肺结核 2
例，慢性阻塞性肺病 3 例，慢性间质性肺病 4 例，煤工尘肺观

察对象 5 人; 2 人调离了原岗位，其他人员已退休定期进行

疗养。
3 讨论

从该煤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看，采煤工接

触煤尘浓度、掘进工作面装矿部位矽尘浓度都较高，超过国家

职业接触限值，工人在此环境下长期工作，可导致尘肺病的发

生; 长期接触分级筛、井下打眼等的噪声会对听力造成损伤，

还会对心血管及神经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 长期使用振动工具

可导致局部振动病，握力下降，肌电图异常肌纤维颤动、肌萎

缩和疼痛等，应引起高度重视。
该煤矿虽然定期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职业查

体，但也有少部分职工因各种原因未能参与。企业应合理安排

职业危害因素超国家职业限值岗位的工作时间，以减少职业危

害; 依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换防护设施，加强使用管理，切实保

护职工健康。

( 上接第 421 页)

3 例患者均存在心肌酶谱异常，低钾、低钠、低钙等电解

质紊乱，考虑与氟利昂引起机体缺氧、ATP 合成障碍，导致

Na + 及 Ca2 + 泵功能异常有关。
本组病例再次提示，不能因氟利昂毒性低而忽视其安全

问题，从事相关作业要做好职业危害告知及健康教育，制冷

设备需要经常检修; 发生泄漏要合理通风，加速扩散; 防毒

面具要常备，抢修时注意佩戴; 发生事故及时处理，尽可能

进行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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