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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调查某二苄基甲苯生产厂职业卫生状况， 该厂存

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 （煤尘、 矽尘）、 化学有害因

素 （甲苯、 苄基氯、 氯化氢、 氢氧化钠、 二氧化硫、 一氧化

碳、 二氧化氮）、 物理因素 （高温、 噪声、 工频电场）。 除噪

声 ８ ｈ 等效声级有 ２ 个工种接触强度超标外， 其余检测结果均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该厂在个人使用防护用品、 应

急救援方面仍需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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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苄基甲苯为高热稳定性的合成型有机热载体产品， 具

有沸点高、 粘度较低等特点， 可以在 ３５０℃ 及以下的温度使

用［１］ ， 属于石油化工产品的润滑剂系列， 主要用于精细化工、
化纤工业、 木材加工、 电器加工等领域。 为了明确其作业场

所存在和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特对某二苄基甲苯生产企

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护措施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某公司年产二苄基甲苯 １ ０００ ｔ， 副产盐酸 １ ３００ ｔ。 原辅

料使用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原辅材料情况

类别 材料名称　 成分 物态 年用量（ｔ）

原料 甲苯 甲苯 液态 ３８２

原料 苄基氯 苄基氯 液态 １ １００

辅料 三氯化铁 三氯化铁 固态 ８

辅料 碱水 ＮａＯＨ 液态 １００

辅料 煤 碳、 氢、 氧、 氮和硫 固态 ２ ０００

１ ２　 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方法对该二苄基甲苯生产厂基本

情况、 生产工艺、 职业病防护设施等进行调查， 结合原辅材

料分析识别和检测生产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 监 测 的 采 样 规 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ＧＢＺ ／ Ｔ１９２ １—
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测定方法》 （ＧＢＺ ／ Ｔ１６０）
和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ＧＢＺ ／ Ｔ１８９） 进行现场检测。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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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进行评价。
２　 结果

２ １　 生产工艺

工艺流程见图 １。

图 １　 二苄基甲苯生产工艺流程

图 ２　 锅炉工艺流程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

各岗位员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见表 ２。
表 ２　 员工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岗位 产生途径 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时间

（ｈ）
体力劳动

强度分级

合成 机泵运行 噪声 ０ ７

烃化反应挥发 甲苯、 苄基氯 ０ ５

盐酸泵运行挥发 氯化氢 ０ ３ Ⅰ

碱泵运行挥发 氢氧化钠 ０ ３

锅炉 上煤、 锅炉燃烧
煤尘、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高温、 噪声、 矽尘

２ Ⅱ

空压 空压机、 制氮机运行 噪声 １ Ⅰ

电工岗 检查变电设备 工频电场 ０ ５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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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现场检测结果

按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对煤尘、 矽尘、 甲苯、 苄

基氯、 氯化氢、 氢氧化钠、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噪声、 高温、 工频电场进行检测， 结果见表 ３～５。

合成岗员工接触的各化学因素浓度、 锅炉岗员工接触的

粉尘浓度、 化学因素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锅炉、 空压岗员工接触 ８ ｈ 等效声级＞８５ ｄＢ （Ａ）， 锅炉

旁的 ＷＢＧＴ 指数为 ３１ ４， 电工岗接触的工频电场强度分别为

４ ７×１０－ ３、 ６ ６×１０－ ３ ｋＶ ／ ｍ， 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表 ３　 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ｍｇ ／ ｍ３

岗位 有害物质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样品数 ＣＴＷＡ ＰＣ⁃ＴＷＡ 样品数 ＣＳＴＥＬ 超限倍数计算 最大超限倍数
结果判定

锅炉 煤尘 ３ ２ ８２ ４ １８ ６ ３４ １ ６ ２ 合格

矽尘 ３ ０ ７４ １ １２ １ ８７ １ ９ ２ 合格

注： 粉尘 ＣＴＷＡ为个人采样

表 ４　 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岗位 有害物质 样品数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短时间接触浓度 最高容许浓度

ＣＴＷＡ ＰＣ⁃ＴＷＡ ＣＳＴＥＬ ＰＣ⁃ＳＴＥＬ ＣＭＡＣ ＭＡＣ
结果判定

合成 甲苯 １２ ０ ９５ ５０ １０ ９５～１３ ５４ １００ 合格

氯化氢 １２ ＜１ ３ ７ ５ 合格

氢氧化钠 １２ ＜０ ００３ ２ 合格

苄基氯 １２ ＜０ １４ ５ 合格

锅炉 二氧化硫 １２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１ １０ 合格

一氧化碳 ６ ０ ６２ ２０ ２ ５ ３０ 合格

二氧化氮 １２ ＜０ ０２８ ５ ＜０ ０２８ １０ 合格

表 ５　 工作场所噪声声级测量结果

岗位 样品数 地点 ＬＥＸ，８ ｈ［ｄＢ（Ａ）］ 结果判定

合成 ３ 机泵 ７９ ２～８３ ８ 合格　
锅炉 ３ 锅炉 ８５ ５～９３ ４ 不合格

空压 ３ 空压 ８４ ９～８６ ５ 不合格

注： 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为个体检测， 国家标准＜８５ ｄＢ （Ａ）

２ ４　 职业病防护措施

２ ４ １　 防尘防毒　 锅炉岗定期喷淋原煤， 设备、 管道均为密

闭设计， 在锅炉间设置湿式脱硫除尘器。 设备、 管道均采取

密闭措施， 每层楼均设置防爆边墙式轴流通风机进行机械排

风， 在车间顶部设置直联全铝制屋顶离心排风机。 甲苯、 苄

基氯、 氢氧化钠均由罐车送入厂区， 经由密闭管道自动送达

反应釜， 员工不直接接触。
２ ４ ２　 物理因素　 将空压机、 锅炉、 鼓风机分别设置在底层

独立房间内， 设备加装减震基础， 产噪房间内设隔声门窗。
将配电柜设置在独立的变配电间， 配电柜采用全封闭金属外

壳， 设置良好接地， 防工频电场。 锅炉间独立设置， 采用大

面积门窗通风， 屋顶设置无动力风帽通风。
２ ４ ３　 个体防护及应急　 企业为合成、 锅炉、 空压、 电工岗

员工每年发放一次防静电工作服、 防静电工鞋、 安全帽， 每

月为合成员工发放 ２ 次胶手套。 控制室配备 ＳＴ⁃ＦＤＸ 橡胶防毒

半面罩、 ＦＦ⁃５ 型防毒全面罩、 １＃绿色综合防毒滤罐、 防酸碱

眼镜。 该厂制定了 《应急处置方案》， 制定了甲苯、 苄基氯、
盐酸、 浓碱、 储罐泄露的应急救援程序及预案， 每半年组织

员工进行一次应急演练。
２ ５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该厂设置安全科及专职人员负责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建

立了 《职业病防治管理制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 在

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设置警示标识， 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２１８８—
２０１４） 的要求， 组织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健康检查， 体

检覆盖率为 １００％。 各岗位均未检出职业禁忌证或疑似职

业病。
３　 讨论

该厂锅炉、 空压岗员工接触的噪声声级超标， 其余检测

点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及强度均合格。 该厂采用设备管

道密闭、 加装检测报警设备、 加装减震基础、 隔声等措施，
在职业病防护措施方面基本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１—２０１０） 的要求。
由于现有的工艺和生产制度无法杜绝噪声危害， 该厂应

为锅炉、 空压员工配备合格的个人防噪声用品， 并在日常工

作中督促员工正确佩戴， 以降低噪声对健康的影响。
建议该厂在合成控制室设置正压式呼吸器， 在酸碱储罐

周围设置围堰； 为合成车间滤毒罐、 正压呼吸器配备专用记

录卡， 标明滤毒罐的最后检查和更换日期及使用次数等， 并

定期检查防护用品是否损坏， 如损坏及时更换； 为锅炉员工

配备一氧化碳报警器。 设备的检维修均委托外厂人员， 应注

意检维修过程密闭空间作业的管理， 防止发生急性中毒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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