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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武汉市 ３ 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职业卫生

调查和检测。 结果显示， 汽车零部件生产存在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主要包含粉尘、 化学毒物和噪声， 采取的工程防护措施

主要包括机械化、 自动化控制， 通风除尘、 防噪和降温等，
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效果较好， 但部分设施仍需进一步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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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汽车工业已逐步成为武

汉市的重点产业之一［１］ ， 而汽车制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多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２ ， ３］ ， 因此， 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工程防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进一步了解武汉

市汽车制造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和工程防护情况， 更好地保护

劳动者健康， 我们对武汉市 ３ 家汽车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
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武汉市 ３ 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对

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及采取的工程

防护设施进行调查， 并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的职业

健康检查资料进行分析。
１ ２　 内容与方法

对企业的基本情况、 生产工艺过程、 所采取的卫生防护

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与使用、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职

业健康档案、 职业健康监护等情况进行调查， 并收集相关的

资料。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等进行

评价。
现场检测主要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

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３ 部

分： 工频电场》 （ＧＢＺ ／ Ｔ １８９ ３—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

测量 第 ６ 部分： 紫外辐射》 （ＧＢＺ ／ Ｔ １８９ ６—２００７）、 《工作场

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７ 部分： 高温》 （ＧＢＺ ／ Ｔ １８９ ７—２００７） 和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８ 部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 １８９ ８—

２００７） 进行。
对采用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ＴＷＡ） 判定的粉尘或毒

物均采用个体采样和定点采样相结合的方式， 每个岗位的粉

尘或毒物每天同时采集 １ 个个体样品和 ２ 个定点样品， 个体

采样包含其一个工作班， 定点样品分上下午采样， 并涵盖其

最高浓度时段， 个体采样的浓度用于计算 ＣＴＷＡ， 定点采样结

果用于计算 ＣＳＴＥＬ或 ＥＬ。 其余物质为定点采样， 每天上、 下午

各采 ２ 份样。 噪声采用个体检测， 包含其一个工作班， 仪器

型号为 ３Ｍ ＮｏｉｓｅＰｒｏ。 所有职业病危害因素均连续检测 ３ ｄ， 任

意一天检测不合格即为检测结果不合格。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３ 家企业均为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分别生产汽车座椅、
汽车内饰件和汽车传动轴。 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武汉市 ３ 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基本情况

产品类型 项目投资（万元） 建筑面积（ｍ３） 年产能（万件） 劳动定员（人）

等速万向节 ３８ ０００ ９ ４８８ １ １００ ７６

汽车座椅骨架 １０ ０００ １４ ７７８ ３５ ３０３

汽车头枕 ２ ５００ ４ ８８７ ７２ ３５０ ２２０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汽车零部件制造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较多， 包含粉尘、
化学毒物和物理因素， 其中物理因素以噪声为主。 万向节生

产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粉尘、 噪声、 高温和工频电

场， 其中粉尘主要为其他粉尘； 汽车座椅骨架生产企业主要

为焊装 工 艺， 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以 电 焊 烟 尘、 二 氧 化 氮

（ＮＯ２）、 锰及其化合物、 紫外辐射和噪声为主； 汽车头枕生

产企业涉及发泡工艺， 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多种化学毒物。 具

体见表 ２。
２ ３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粉尘、 化学毒物和噪声检测点数相对较多， 分别为 ２０、
３２ 和 ４４ 个， 粉尘、 化学毒物、 工频电场和紫外辐射的检测结

果均全部合格； 而噪声和高温检测， 合格率分别为 ７２ ７％和

４４ ４％， 且噪声和高温超标主要集中在万向节生产的温锻工

序， 其中 ８ ｈ 等效声级最高为 ９８ ６ ｄＢ （Ａ）， ＷＢＧＴ 指数最高

为 ３３ ９℃。 具体见表 ３。
２ ４　 防护措施

３ 家企业对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均采取了相应的

工程防护措施。 针对粉尘和化学毒物， 主要采用密闭化、 自

动化的设备， 同时设置局部抽风设备和除尘系统， 部分生产

车间设置负压风机； 针对噪声危害， 首先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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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产品类型 生产单元 岗位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万向节 锻件 断料 其他粉尘、 噪声

石墨喷淋 石墨粉尘

坯料加热 高温

温锻 噪声、 高温

抛丸 其他粉尘、 噪声

皂化 噪声

冷精整 噪声

模具加工 机械加工 其他粉尘、 噪声

生产辅助 空压机、 冷冻机 噪声

配电房 工频电场

座椅骨架 汽车座椅骨架 焊接 电焊烟尘、 ＮＯ２、 锰及其

化合物、 紫外辐射、 噪声

组装 噪声

生产辅助 空压机运转 噪声

消防水泵工作 噪声

变电设备运转 工频电场

头枕 剪裁、 缝纫 自动裁床、 电动

缝纫机
噪声

发泡成型 喷脱模剂 石蜡

发泡
二 苯 基 甲 烷 二 异 氰 酸

（ＭＤＩ）、 噪声、 高温

发泡修补

甲醛、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三氯乙烯、 三氯甲

烷、 三氯乙烷

发泡体打磨 其他粉尘

人工组装 人工组装 噪声

目测检验、 包装 头枕表面擦拭 三氯乙烯、 二氯甲烷

熨烫 高温

生产辅助 空压机 噪声

配电房 工频电场

实验室 丁醇、 盐酸、 氢氧化钠

表 ３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检测值范围

粉尘 （ｍｇ ／ ｍ３） ２０ ２０ ０ ４～３ ６
ＮＯ２ （ｍｇ ／ ｍ３） ８ ８ ０ ０４～０ １４
锰及其化合物 （ｍｇ ／ ｍ３） ８ ８ ０ ０１２～０ ０６３
ＭＤＩ （ｍｇ ／ ｍ３） ３ ３ ＜０ １９
甲醛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０８～０ ０９
苯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０４～０ １７
甲苯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０３～０ １７
二甲苯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１９
三氯乙烯 （ｍｇ ／ ｍ３） ３ ３ ＜０ ５～０ １
三氯甲烷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２０～０ ３０
三氯乙烷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０２
二氯甲烷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２０～０ ３０
丁醇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８～１ ５
盐酸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１ ３５～１ ８２
氢氧化钠 （ｍｇ ／ ｍ３） １ １ ＜０ ０１４～０ ０２５
噪声［ｄＢ（Ａ）］ ４４ ３２ ７０ ３～９８ ６
高温 （℃） ９ ４ ２５ ０～３３ ９
紫外辐射 （罩内， μＷ／ ｃｍ２） ８ ８ ０
工频电场 （Ｖ ／ ｍ） ３ ３ ２ ５７８～５ ４８３

同时采取封闭、 隔声、 润滑、 安装减振基座和减振垫等措施，
并将空压机、 抽风机等布局于厂房的边缘； 针对高温， 温锻

生产线采用自动化、 密闭化设备， 顶部设置天窗， 部分岗位

自然通风， 并在夏季对高温岗位采用风扇吹冰块送凉风降温，
给工人提供盐汽水， 设置淋浴房供淋浴降温。 各岗位具体职

业病防护设施见表 ４。
表 ４　 各岗位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防护设施

锻件车间

　 断料 其他粉尘 密闭化、 自动化的设备， 设有局部抽风， 风量５０００ ｍ３／ ｈ
噪声 隔声降噪措施， 段料刀在封闭房间内作业

　 石墨喷淋 石墨粉尘 密闭化、 自动化的设备， 设备自带抽风装置

　 坯料加热 高温 密闭的方式， 且车间自然通风

　 温锻 噪声 安装减振基座、 减振垫

高温 自然通风， 夏季时高温岗位采用风扇吹冰块送凉风降温

　 抛丸 其他粉尘
车间自然通风， 整个过程在密闭设备内进行， 设备

自带旋风且设置袋式二级除尘系统

噪声 安装减振基座、 减振垫

　 皂化 噪声 密闭隔声的降噪措施

　 冷精整 噪声 密闭的方式

模具加工车间 其他粉尘
自然通风， 厂房顶部安装玻璃钢屋顶风机和排风扇共 ８
台， 每台抽风机功率为 ０． ７５ ｋＷ， 抽风量为 １２０００ ｍ３ ／ ｈ

空压机房、 冷冻机 噪声 隔声的措施

配电房 工频电场 屏蔽效果较好的变压器

汽车座椅骨架

　 焊接 电焊烟尘、ＮＯ２、
锰及其化合物

局部抽风设施， 将尘毒集中收集到通风系统中， 由 ４台

风机外排， 风量 ３００８４ ｍ３ ／ ｈ， 风机转速 ７２０ ｒ ／ ｍｉｎ

紫外辐射 挡帘和防护屏障

　 组装 噪声 减振的措施

空压机、 消防水泵 噪声 隔声的措施

配电房 工频电场 屏蔽效果较好的变压器

自动裁床、 电动缝

纫机
噪声 减振的措施

发泡

　 成型 ＭＤＩ 正上方设置局部机械抽风， 风量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ｍ３ ／ ｈ

噪声 密闭、 隔声的措施

高温 发泡为全自动设备， 有隔热的作用

　 修补 甲 醛、 苯、 甲

苯、 二甲苯、 三

氯乙烯、 三氯甲

烷、 三氯乙烷

正上方设置局部机械抽风， 风量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ｍ３ ／ ｈ

　 打磨 其他粉尘 局部抽风除尘设施， 抽风量 ７０００ ｍ３ ／ ｈ
人工组装 噪声 减振的措施

头枕表面擦拭 三氯乙烯、
二氯甲烷

安装 ＸＷＹ⁃１４６Ｘ６ 负压风机和 ＸＷＹ⁃１３８ 镀锌板负压

风机等 ５０ 余台， 总风量为 １９８００００ ｍ３ ／ ｈ

熨烫 高温 自然通风， 岗位设有风扇

空压机 噪声 隔声的措施

配电房 工频电场 屏蔽效果较好的变压器

实验室
丁 醇、 盐 酸、
氢氧化钠

通风橱柜内单独进行

·２２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第 ３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２ ５　 职业健康监护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均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

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并根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确定了检查项目， 其中接触粉尘 ６２ 人、 化

学毒物 ４６ 人、 高温 ６３ 人、 紫外线 ３４ 人， 结果均正常； 仅接

触噪声的 １３４ 人中有 ７ 人在首次电测听检查时出现了异常，
但复查结果均正常。
３　 讨论

本次对武汉市 ３ 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职业卫生调查结

果显示， 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较多，
其中物理因素以噪声为主， 化学因素则根据生产工艺不同以

粉尘和各种毒物为主， 与他人结果类似［４～６］ 。 说明我国汽车

行业职业卫生形势仍较严峻。
从检测结果来看， ３ 家企业的检测结果中仅噪声和高温

的检测结果超标， 且超标主要集中在一家企业。 除高温的检

测结果外， 其余检测结果均优于四川和广州的调查结果［７，８］ ，
说明这 ３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相对较好， 且工程

防护设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尤其是粉尘和化学毒物， 其检

测全部合格的原因为 （１） 工程设计从源头上尽量减少了毒物

的产生， 同时提高了自动化程度， 减少了工人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机会； （２） 采用的多种通风方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不仅在生产车间设置了负压风机， 同时使用了袋式除尘系统。

尽管 ３ 家企业采取了较好的防噪措施， 仍出现了噪声超

标的岗位， 其原因可能为 （１） 汽车制造业本身产生的噪声较

大； （２） 部分岗位未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 （３） 生产过程中

设置的降噪防护措施不够理想， 需进一步完善。 而温锻过程

中的高温超标主要是生产过程中温度本身较高， 且车间内的

降温措施不够完善。 从职业健康监护结果来看， 尽管复查后

均正常， 但仍需引起重视， 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健康的损害是

长期接触的后果［９ ～ １１］ ， 目前未发病也可能与劳动者工作时间

较短有关。
针对本次调查结果， 应进一步改进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针对噪声超标的情况， 可在车间内和高强度设备的上方安装

吸声材料， 以减小噪声在空气中的传播； 加强职业健康培训

和职业健康管理， 增强工人的自我防护意识， 让其在工作时

自觉佩戴防护耳塞或耳罩； 因工艺限制无法降低噪声时， 应

采取轮班工作制， 以减少工人接触噪声的时间。 针对高温可

设置封闭的操作室， 并安装空调， 减少工人接触高温的时间；
配备隔热防护服和防红外线辐射面屏等个人防护用品。 此外，
需对设置的防护设施进行维护检修， 确保正常运行， 使工作

场所的有毒有害物质控制在职业卫生标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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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汽车制造企业装焊车间局部通风改造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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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某汽车制造企业装焊车间局部区域存在毒物扩散

不畅问题， 采用在局部焊接区域加设单独的吹吸式局部排风

除尘系统， 对焊接区域的有害物质进行净化处理， 以提高有

害物捕集效率。 改造前后有害物质浓度检测对比显示， 有效

地控制了焊接有害烟气扩散， 车间内空气质量得到改善， 保

护了作业工人身体健康。
关键词： 装焊车间； 气流组织； 局部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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