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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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倪琳， 邓宏兵  武汉汽车产业集群化发展与竞争优势的经济学研

究 ［Ｊ］ ． 特区经济， ２００７， ３ （２５）： １９３⁃１９５
［２］ 刘素香， 刘俊玲， 孙继娥  某汽车制造公司职业危害现况调查

［Ｊ］ ． 环境与职业医学， ２００８， ２５ （３）： ２９５⁃２９７
［３］ 曾玉宇， 卢锐， 祈成， 等  某汽车制造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分

析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０７， ３４ （２）： １１２⁃１１４
［４］ 张晓玲， 叶明宪  某汽车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 Ｊ］ ． 职

业与健康， ２００８， ２４ （４）： ３０７⁃３１１
［５］ 周俊生， 方四新， 刘胜萍， 等  某汽车制造集团公司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及员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１０， ２６
（６）： ６１１⁃６１３

［６］ 封永寿， 朱月潜  某汽车制造企业技改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

评价 ［Ｊ］ ． 中国卫生工程学， ２０１１， １０ （５）： ３６９⁃３７４
［７］ 曾文锋， 谭强， 刘移民  广州市某汽车制造集团职业卫生状况调

查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１２， ３０ （５）： ３６５⁃３６７
［８］ 张莉， 张文勇， 杨跃林  某汽车制造企业的职业危害因素研究

［Ｊ］ ． 现代预防医学， ２０１１， ３８ （１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９］ 李洪祥， 申海  北京市昌平区 ２０１０ 年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

调查及检测结果分析 ［ Ｊ］ ．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２０１１， ３７ （６）：
３６９⁃３７０

［１０］ 王庚， 陈永青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问题探讨 ［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０， ２３ （１）： ４２⁃４４

［１１］ 郭静宜， 林秋红， 刘移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广州市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及职业病发病状况分析 ［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１６， ４３
（１）： ８５⁃８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０１－２５
作者简介： 张楠 （１９８４—）， 男， 工程师， 从事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评价与检测工作。

某汽车制造企业装焊车间局部通风改造效果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张楠， 张峥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卫生研究所， 天津 ３０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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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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制造焊接车身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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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 不仅对车间空气环境造成污染， 还会严重影响工人身

体健康。 此前调查某汽车配件厂装焊车间的通风排毒措施分

别为旋转焊接车台架采用顶部送风与地下风道排风的吹吸式

均匀流排烟方式、 ＣＯ２保护焊采用侧吸罩方式、 地面活动焊采

用活动软管侧吸罩方式， 三种形式吸尘罩口的收集， 经排风

系统统一进入两台布袋除尘器， 净化后排入大气［１］ 。 本文选

择某汽车制造企业装焊车间 ＵＮＩＴ 焊接区， 分析现有通风设施

不足的原因， 确定采用吹吸式局部排风系统以单向流的形式

排除有毒有害物质， 并对空气中有毒有害物质浓度进行检测

分析。
１　 内容与方法

１ １　 车间概况

某汽车制造企业装焊车间主要承担车身总成、 分总成的

焊接、 调整、 修磨以及底盘组件的焊接等工作。 车身焊接设

备主要以手工悬挂点焊机与点焊机器人相结合， 组件焊接设

备主要采用弧焊机和弧焊机器人相结合。 在焊接生产过程中

产生大量锰烟 （二氧化锰）、 氮氧化物、 臭氧、 一氧化碳、 电

焊烟尘等有害物质。 工人工间休息及日常办公的场所均在车

间内， 所以长时间接触上述有害物质。
车间采用空调系统保持室内温度 ２６℃的空气环境。 空调

采用上送上回的气流组织形式， 能满足车间大部分区域的空

气质量要求。 但在车间部分区域内， 例如 ＵＮＩＴ 焊接区， 改造

前部分有害物质浓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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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 需要

进行改造。
１ ２　 原因分析

ＵＮＩＴ 焊接区是装焊车间内长 ２０ ｍ、 宽 ５ ｍ 的长方形区

域， 工人采用悬挂式点焊机与点焊机器人以流水线的形式进

行焊接作业， 通过现场调查以及数据分析确定改造前有害物

质超标原因： （１） ＵＮＩＴ 焊接区的工位布置比其他工位密集，
产生有害物质的量较大； （２） 手工点焊工位未设置局部排

风罩， 影响净化效果； （３） 送、 回风管均处于空调系统风管

的末端， 无法满足必要的送风静压等系统参数， 不能保证有

足够的风量和风速来稀释和排除有害物质； （４） 各工位之

间距离较近， 未设置有效围挡， 存在相互影响； （５） 点焊机

器人工位的排风罩安装高度受制于机器人高度， 一般在 ３ ～
３ ５ ｍ 高度， 焊接时产生的有害物质在上升过程中扩散至排

风罩区域以外。
１ ３　 气流组织

在风量满足需求的前提下， 增加局部通风是本次改造

的关键。 局部通风采用吸气罩， 利用局部气流将工作地点

产生的较高浓度有害物质在未扩散前进行收集， 即通过局

部通风系统直接排除工位附近的有害物质， 且消耗的空气

量较少， 不会对车间大环境产生影响。 局部通风分为局部

送风和排风两大类， 依据气流组织方式的不同选择。
局部排风通过排风罩控制烟尘的捕集效率， 所以排风罩

的形式对局部排风系统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 ２ ］ 。 选择时应

考虑 （１） 应尽可能包围或靠近有害物源， 使有害物源局限于

较小的局部空间， 应尽可能减小吸气范围， 便于捕集和控制；
（２） 吸气气流方向应尽可能与污染气流运动方向一致； （３）
已被污染的吸气气流不允许通过人的呼吸区， 设计时要充分

考虑操作人员的位置和活动范围； （４） 排风罩应力求结构简

单、 造价低， 便于安装和维护； （５） 局部排风罩的配置应与

生产工艺协调一致， 力求不影响工艺操作； （６） 要尽可能

避免和减弱干扰气流、 穿堂风和送风气流等对吸气气流的

影响。
在给定条件下， 气流组织形式确定后， 通风空间的气流

流场也随之确定， 通风过程也就确定， 所有流体元素自进入

通风空间到离开所经历的时间 （即驻留时间） 均值即为定数，
若以 τ 表示， 则 τ ＝ ０ ～ ¥。 驻留时间的分布函数 Ｆ τ( ) 可表

示成［ ３ ］ ：

Ｆ τ( ) ＝ 驻留时间为 ０ ～ τ 的所有流体元素之总量

驻留时间为 ０ ～ ¥的所有流体元素之总量

当采用示踪气体法来测量通风过程时， 可以直接采用排

风管内的浓度 Ｃｅ τ( ) ／ Ｃｅ ¥( ) 来表示驻留时间的分布函

数， 即：
Ｆ τ( ) ＝ Ｃｅ τ( ) ／ Ｃｅ ¥( )

式中： Ｃｅ τ( ) 和 Ｃｅ ¥( ) 分别为排风管内时刻 τ 和时刻 ¥

的浓度。 驻留时间均值的计算式：

τ－ ＝ ∫
０

¥

１ －
Ｃｅ τ( )

Ｃｅ ¥(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ｄτ

研究表明， 在给定条件下， τ－ 值大小完全由气流组织所确

定， 如果流场中的回流和涡流比较多， 那么 τ－ 值便大， 通风

过程就比较慢。 当流场中的回流和涡流趋于零时， 流场成为

单向流， 此时 τ－ 值最小， 通风过程最快。 所以对于以排除有

害物质为主要目的的室内通风， 为了提高通风效率， 气流组

织形式应当尽量接近单向流， 如采用局部单向流通风、 矢流

送风及吹吸式通风等［ ３ ］ 。
１ ４　 改造方案

通过以上分析， 本着节能与通风的有效性原则， 确定采

用以下方案： （１） 原空调系统不作改动， 加设单独的吹吸式

局部排风除尘系统。 在手工点焊工位两侧分别设置吹风管与

吸风管， 以气体单向流动的形式捕集有害气体。 风管的尺寸

根据工位的宽度及流水线的移动速度确定， 捕集的有害物质

气体经吸风管送入净化装置净化除尘后， 一部分直接排放在

车间内以维持车间环境的压力分布， 减少热湿负荷损失； 另

一部分经送风机再送回焊接工位。 改造后的平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２） 针对各工位之间距离较近且无法移动， 在各工位

前部加设透明塑料幕条。 （３） 重新分配点焊机器人工位的排

风罩风量， 并在各排风罩增加风量调节阀， 直接排除聚集在

此区域上部的有害烟气。
２　 结果

２ １　 吹吸式局部排风风速测量

测量结果显示， 改造后局部排风风速及控制点风速均符

合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设施规范》 （ＧＢＺ ／
Ｔ１９４—２００７） 的相关要求。 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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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工作台吹吸式排风罩

表 １　 ＵＮＩＴ 焊接区改造前后控制点风速测量结果 ｍ ／ ｓ

测量地点
改造前

控制点

改造后

吹风管 吸风管 控制点距管口 ４０ ｃｍ

１ 线 ２ 工位 ０ ５９ ２ ２９ ４ ８２ ２ ５７

１ 线 ６ 工位 ０ １３ ２ １３ ４ ６８ ２ ４６

２ 线 １ 工位 ０ ４７ ２ ０７ ４ ９４ ２ ３５

２ 线 ７ 工位 ０ ２２ ２ ２０ ４ ７３ ２ ５３

２ ２　 有害物质检测

改造前检测 ＵＮＩＴ 焊接区空气中锰烟 （二氧化锰） 浓度

最大为 ０ ３２ ｍｇ ／ ｍ３ （限值为 ０ １５ ｍｇ ／ ｍ３）， 电焊烟尘浓度最

大为 ６ ２ ｍｇ ／ ｍ３ （限值为 ４ ｍｇ ／ ｍ３）。 改造后空气中锰烟 （二
氧化锰）、 电焊烟尘的浓度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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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 即所加设单独的吹吸式局部排风

除尘系统有效， 改造后既保证了焊接工艺的要求， 同时也改

善了厂房的环境条件。 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ＵＮＩＴ 焊接区改造前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检测项目 检测点数
改造前

ＣＴＷＡ ＣＳＴＥＬ

超标点数
改造后

ＣＴＷＡ ＣＳＴＥＬ

锰烟 （二氧化锰） ４ ＜０ ００３～０ ３２ ０ ０１～０ ３２ ２ ＜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０ ０４１

电焊烟尘 ４ １ ９～６ ２ ３ ４～１０ ９ ２ ０ ６４～１ ０７ １ ３３～１ ５７

二氧化氮 ４ ０ １５～０ ４７ ０ ２０～０ ５２ ０ ０ １２～０ ３１ ０ １８～０ ４４

一氧化碳 ４ ２ ０～５ ８ ２ １～６ １ ０ ２ ３～３ ４ ３ ０～４ ２

臭氧 ４ ０ ０５７～０ １１ ０ ＜０ ０２

３　 讨论

电焊工艺普遍存在于汽车制造焊接车身过程中， 所形成

的有毒有害气体、 烟尘等物质主要来自电焊条的高温挥发，
其基本的金属元素、 电极涂层、 保护气体、 钎焊剂和表面涂

层都会有助于形成电焊气溶胶。 高温挥发出来的金属颗粒与

空气进行反应， 氧化冷凝形成可吸入粒径的颗粒并沉积在肺

泡中。 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４］ ， 工人在暴露有健康危害的金

属烟尘和气溶胶作业环境下， 由于吸入这些电焊烟尘和气体

能够引起急性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严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
并且这些烟气和粉尘还会对车间空气环境造成污染， 因此焊

接场所必须采取有效的通风排毒措施。
本文选择的某汽车制造企业装焊车间 ＵＮＩＴ 焊接区， 采用

空调系统保持室内温度 ２６℃的空气环境。 空调采用上送上回

的气流组织形式， 能满足车间大部分区域的空气质量要求。
但在车间部分区域内， 如 ＵＮＩＴ 焊接区空气中锰烟浓度最大为

０ ３２ ｍｇ ／ ｍ３， 电焊烟尘浓度最大为 ６ ２ ｍｇ ／ ｍ３， 均超过国家职

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改造的设计原则是采用的通风方式将有害物源放散的有

害物予以捕集， 在使工作场所有害物浓度达到相应卫生标准

要求的前提下， 提高捕集效率， 以较小的能耗捕集有害物［４］ 。
对于散发有害物浓度高、 尘源点相对固定的工位， 或者是尘

源点相对集中、 整体厂房污染浓度低的作业环境， 考虑优先

选用局部通风治理方式。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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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对焊接区域的有害物质

进行净化处理。 改造后， 空气中锰烟、 电焊烟尘的浓度均有

较大幅度的下降并符合国家限值的要求， 即所加设单独的吹

吸式局部排风除尘系统有效地控制了焊接有害烟气扩散， 并

有助于车间上部烟气层的排除， 改善了车间内空气质量， 保

障了作业工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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