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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某桥梁厂职业病危害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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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晋阳， 王雪涛， 徐洋， 佟林全， 李静芸， 伍家琪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２３０８）

　 　 摘要： 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职业卫生检测等方法，
对 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某桥梁厂职业病危害现状展开调查。 结果显

示， 劳动者接触的其他粉尘、 矽尘、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

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臭氧、 电焊弧光、 手传振动检测

结果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６６ ７％的岗位噪声声级不符合国

家职业接触限值。 该桥梁厂整体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良好，
部分岗位噪声危害控制效果较差， 需重点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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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桥梁厂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分析

其危害程度， 确定桥梁厂职业病危害预防与控制的重点，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规定》 的有关要求，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对北京市某桥梁厂

开展了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对某桥梁厂正常生产期间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检测与评价， 明确职业病危害程度。
１ ２　 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职业卫生检测等对桥梁厂职业

卫生现状进行调查， 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职业病防护

设施设置及运行、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卫生管理等。

粉尘检测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

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设置采样点，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

粉尘测定》（ＧＢＺ ／ Ｔ１９２—２００７） 采样分析， 使用 ＦＤＳ⁃３０、 Ｏｍ⁃
ｎｉ５０００ＩＳ 采样器进行采样。 化学因素检测根据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设置采样点，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ＧＢＺ ／
Ｔ１６０—２００４） 采样分析， 锰及其化合物使用 ＦＤＳ⁃３０、 Ｏｍ⁃
ｎｉ５０００ＩＳ 采样器采样， 一氧化碳使用 ＧＸＨ⁃３０１１Ａ 分析仪检测；
二氧化氮、 臭氧使用 ＧｉｌＡｉｒＰＬＵＳ 采样泵采样。 物理因素检测

按照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检测》 （ＧＢＺ ／ Ｔ１８９—２００７） 要求进

行， 噪声使用 ＥＤＧＥ⁃５ 声剂量计检测， 电焊弧光使用 ＵＶ⁃Ｂ、 Ａ
辐照计检测， 手传振动使用手传振动检测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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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工艺防尘防毒技术

规范》 （ＡＱ４２１４—２０１１） 等标准对检测结果、 防护设施进行

分析与评价。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该桥梁厂分为钢筋加工车间、 管片车间和砂石料仓。 主要原

辅料为水泥 （９ 万 ｔ ／年）、 砂 （１７ 万 ｔ ／年）、 碎石 （３２ 万 ｔ ／年）、
钢筋 （２０万 ｔ ／年）、 锰焊条 （１０ ｔ ／年）， 产品为管片 （６ ０００ 环 ／
年）。 接害人数为 ５６人， 实行 ８ ｈ 工作制， 每周工作 ５ ｄ。
２ ２　 生产工艺

钢筋加工生产流程： 调直→切断→折弯→折弧→焊接；
管片生产流程： 清模→焊接→混凝土浇注； 砂石料仓生产流

程： 铲车上料→控制室搅拌。
２ ３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钢筋加工、 管片、 砂石料仓车间各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见表 １。
表 １　 作业场所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车间 岗位 操作方式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钢筋加工 切断机 手工 其他粉尘、 噪声

调直机 手工 其他粉尘、 噪声

弯弧机 手工 其他粉尘、 噪声

弯曲机 手工 其他粉尘、 噪声

二保焊 手工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 一氧

化碳、 二氧化氮、 臭氧、 电焊弧

光、 噪声

封头筋焊 手工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 一氧

化碳、 二氧化氮、 臭氧、 电焊弧

光、 噪声

管片 清模 手工 其他粉尘、 手传振动、 噪声

二保焊 手工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 一氧

化碳、 二氧化氮、 臭氧、 电焊弧

光、 噪声

振动室 远程 噪声

砂石料仓 铲车 驾驶 矽尘、 噪声

控制室 远程 噪声

２ ４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２ ４ １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结果　 测定铲车司机上料位沉

降尘游离二氧化硅 （ＳｉＯ２） 含量为 ３１ １％， 种类为矽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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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粉尘检测　 钢筋加工车间切断机、 调直机、 弯弧机、
弯曲机岗位其他粉尘 ＣＴＷＡ１ ７９～２ ８４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０ ７２～
０ ８８ （ＰＣ⁃ＴＷＡ 为 ８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为 ２）， 二保焊 １ ～ ４ 岗

位、 封头筋焊 １ ～ ２ 岗位电焊烟尘 ＣＴＷＡ２ ５４ ～ ３ ９７ ｍｇ ／ ｍ３、 超

限倍数 ０ ５１ ～ １ ９８ （ ＰＣ⁃ＴＷＡ 为 ４ ｍｇ ／ ｍ３， 限值超限倍数为

２）； 管片车间清模岗位其他粉尘 ＣＴＷＡ１ １８ ｍｇ ／ ｍ３、 限值超限

倍数 ０ ５５， 二保焊岗位电焊烟尘 ＣＴＷＡ０ ６９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１ ６５； 砂石料仓车间铲车岗位矽尘 （总尘） ＣＴＷＡ０ ９８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１ ９７ （ＰＣ⁃ＴＷＡ 为 １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为 ２）， 矽尘

（呼尘） ＣＴＷＡ ０ ４０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２ ００ （ ＰＣ⁃ＴＷＡ 为 ０ ７
ｍｇ ／ ｍ３， 限值超限倍数为 ２）。 上述岗位粉尘检测结果均符合

标准要求。
２ ４ ３　 化学物质检测 　 钢筋加工车间二保焊 １ ～ ４、 封头筋

焊 １～２岗位及管片车间二保焊岗位一氧化碳 ＣＴＷＡ ０ ６９ ～ １ １５
ｍｇ ／ ｍ３ （ ＰＣ⁃ＴＷＡ 为 ２０ ｍｇ ／ ｍ３ ）、 ＣＳＴＥＬ １ ４８ ～ １ ６１ ｍｇ ／ ｍ３

（ＰＣ⁃ＳＴＥＬ 为 ３０ ｍｇ ／ ｍ３）， 二氧化氮 ＣＴＷＡ ０ ０４ ～ ０ ０８ ｍｇ ／ ｍ３

（ＰＣ⁃ＴＷＡ 为 ５ ｍｇ ／ ｍ３）、 ＣＳＴＥＬ０ ０９～ ０ １５ ｍｇ ／ ｍ３ （ＰＣ⁃ＳＴＥＬ 为

１０ ｍｇ ／ ｍ３）， 臭氧 ＣＭＡＣ ０ ０６～ ０ ０７ ｍｇ ／ ｍ３ （ＭＡＣ 为 ０ ３ ｍｇ ／ ｍ３），
锰及其化合物 ＣＴＷＡ０ ０２～０ ０３ ｍｇ ／ ｍ３ （ＰＣ⁃ＴＷＡ 为 ０ １５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０ ２７～１ １３ （限值超限倍数为 ３）。 上述岗位所接触

的化学物质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要求。
２ ４ ４　 噪声检测　 分别对钢筋加工、 管片、 砂石料仓车间各

岗位噪声进行测定， 仅钢筋加工车间封头筋焊岗位、 管片车

间二保焊岗位及砂石料仓车间铲车、 控制室符合标准要求。
详见表 ２。

表 １　 各岗位噪声检测结果及判定 ｄＢ（Ａ）

车间 岗位 等效声级（Ｌｅｘ·８ｈ） 职业接触限值 结果判定

钢筋加工 切断机 ８７ ６ ８５ 不符合

调直机 ８７ ２ ８５ 不符合

弯弧机 ８６ １ ８５ 不符合

弯曲机 ８７ ２ ８５ 不符合

二保焊 １ ８６ ４ ８５ 不符合

二保焊 ２ ８６ ５ ８５ 不符合

二保焊 ３ ８６ ３ ８５ 不符合

二保焊 ４ ８５ ９ ８５ 不符合

封头筋焊 １ ８３ ４ ８５ 符合

封头筋焊 ２ ８４ １ ８５ 符合

管片 清模 ８７ ３ ８５ 不符合

二保焊 ８１ ４ ８５ 符合

振动室 ８５ ８ ８５ 不符合

砂石料仓 铲车 ７９ ２ ８５ 符合

控制室 ６９ ４ ８５ 符合

２ ４ ５　 电焊弧光检测　 钢筋加工车间二保焊 １～ ４、 封头筋焊

１～ ２ 岗位和管片车间二保焊岗位产生的电焊弧光对工人眼部

和面部的辐照度为 ０ μＷ／ ｃｍ２、 对手部的辐照度为 ０ ０７～ ０ ０９

μＷ／ ｃｍ２ （接触限值为 ０ ２４ μＷ／ ｃｍ２）， 符合标准要求。
２ ４ ６　 手传振动检测　 管片车间清模岗位 ８ ｈ 手传振动检测

结果为 ２ ６６ ｍ ／ ｓ２， 未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５ ｍ ／ ｓ２）， 符合标准

要求。
２ ５　 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职业防护用品

２ ５ １　 防尘防毒 　 钢筋加工车间设有可移动式烟尘净化

器， 控制风速检测结果为 ０ ８９ ～ ０ ９３ ｍ ／ ｓ （标准要求为

０ ５ ～ １ ０ ｍ ／ ｓ） ， 符合标准要求。 二保焊工和封头筋焊工作

业时开启净化器， 可有效降低焊接产生的有害物质浓度，
管片车间振动室和砂石料仓控制室均为独立设置， 操作工

通过系统控制振动机自动化密闭作业。 铲车司机作业时关

闭门窗， 减少粉尘逸散对其影响， 且上料前后对上料区洒

水， 起到降尘效果。
２ ５ ２　 防噪　 钢筋加工和管片车间均为独立设置， 切断机、
调直机、 弯弧机、 弯曲机等设备设有减振基础。 振动室和振

动机设有减振基础、 隔声罩。
２ ５ ３　 通风　 钢筋加工车间东西向布置， 南北两端分别设置

一道车间大门进行全室通风， 大门上方设有 ２ 台风机， 侧墙

设有 ８ 台排风扇。 管片车间南北向布置， 东西两端分别设置

一道车间大门进行全室通风， 大门上方设有 ２ 台风机。 砂石

料仓通过仓门进行全室通风。
２ ５ ４　 个人职业防护用品 　 切断机工、 调直机工、 弯弧机

工、 弯曲机工、 清模工、 铲车司机配发 ＣＭ２００２ 防尘口罩和

３Ｍ１１１０ 防噪耳塞 （ＳＮＲ 值为 ３１ ｄＢ， 实际降噪值为 １８ ６ ｄＢ）；
二保焊工、 封头筋焊工配发 ＣＭ２００２ 防尘口罩、 ３Ｍ１１１０ 防噪

耳塞、 焊工面罩和焊工手套； 清模工配发 ＣＭ２００２ 防尘口罩、
３Ｍ１１１０ 防噪耳塞和防振手套； 振动室和控制室工人配发

３Ｍ１１１０ 型防噪耳塞。 工人正确佩戴耳塞后接触噪声声级均低

于 ８０ ｄＢ， 配备的个体用品有效。
２ ６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２０１７ 年对 ５６ 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了职业

健康检查， 接触噪声作业的工人中， １ 名工人建议至职业病诊

断机构进行诊断， 并调离噪声作业岗位； ２ 名不宜从事噪声作

业， 建议调离噪声作业岗位， 现此 ３ 名工人均已调离原岗位

并进一步诊断。
２ ７　 职业卫生管理

该桥梁厂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为切断机、 调直机、 弯弧

机、 弯曲机、 二保焊、 清模、 振动室等岗位接触的噪声。 为

此设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制定相应的职业卫生制度及建

立职业卫生档案， 工作场所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同时

督促工人正确佩戴防噪耳塞， 并对关键岗位重点防控。
３　 讨论

该桥梁厂所有岗位接触的粉尘、 化学物质、 电焊弧光、
手传振动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１０ 个接

触噪声作业岗位噪声声级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限值的要

求， 超标率为 ６６ ７％。 在噪声作业环境中接触锰及其化合

物的电焊工比单纯接触噪声的操作工更易引起听力损失，
并且随着工龄增长， 听力损失程度更严重 ［１］ 。 针对该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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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 １） 采用

机械化、 自动化焊接方法， 减少高锰型焊条使用量， 控制

有害气体产生。 加强工作场所通风， 及时排除焊接时产生

的有害物质， 消除焊接尘毒危害、 改善劳动条件 ［２］ 。 （ ２）
落实防噪措施， 钢筋加工车间在各工序间设置吸音板， 进

行有效隔离， 避免工人接触的噪声强度叠加； 加强管片车

间振动室和振动机减振基础的维护， 增强减振效果， 降低

振动产生的噪声； 调整噪声超标岗位工作时间， 增加工间

休息。 （３） 加强个人职业防护用品的佩戴和使用， 尤其为

接噪工人配备防噪耳塞， 并督促工人坚持和正确佩戴个体

防护用品。 （４） 加强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与宣传， 定期对作

业场所工人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强化工人防护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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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行业职业危害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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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５； ２ 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５）

　 　 摘要： 对我省 １１ 家风电企业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 结果

显示， 风电企业存在的职业危害主要有噪声、 工频电磁场、
高处作业、 高温和低温， 除风机塔处噪声声压级有超标现象

外， 其余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１５９ 人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１ 人为职业禁忌证， １２ 人纯音听阈测试异

常， 血糖、 血压 和 ＡＬＴ 升高 者 分 别 占 体 检 人 数 的 １ ９％、
１０ ７％、 １５ ７％， 可能与风力发电行业的工作特点有关。 提

示职业卫生工作者应加强对风电行业职业病防护和健康知识

的宣传与培训， 为运检工人配备防噪耳塞， 确保劳动者身体

健康。
关键词： 风电企业； 职业危害； 噪声； 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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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风电行业职业危害现状， 为保护风电行业劳动

者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对我省 １１ 家风电企业进行了职业危

害现状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以我省区域内 １１ 家风电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通过现场

调查、 资料收集 （职业卫生档案、 控制效果评价、 职业健

康体检等） 等方法， 对企业的基本情况、 生产工艺流程、
职业病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调查

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１１ 家风电企业生产规模基本相同， 风电场安装 ２４ 台单机

容量为 ２ ＭＷ 的发电机组和 １ 台单机容量为 １ ５ ＭＷ 的风力发

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４９ ５ ＭＷ， 升压站通过一回 ２２０ ｋＶ 出

线接入国家电网。 升压站包括主变、 ２２０ ｋＶ 配电、 静止无功

发生器 （ＳＶＧ）、 接地变、 ３５ ｋＶ 配电室、 主控室、 继保室、
蓄电池室、 水泵房、 综合楼等。 生产工艺基本相同， 工艺流

程为 （１） 风电场： 风吹动发电机组叶轮转动， 经变速箱带动

发电机转动产生电流， 此时电压 ０ ６９ ｋＶ， 然后经变压器将电

压升至 ３５ ｋＶ， 经电缆引至风电场架空集电线路后送至升压

站。 （２） 升压站： 风机产生的电流经过变压器升压后送至 ３５
ｋＶ 配电室， 经调控后送至主变压器升电压至 ２２０ ｋＶ， 然后并

入国家电网。
２ ２　 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风机塔筒内部配电柜、 ３５ ｋＶ 箱式变压器、 主变、 ２２０
ｋＶ 配电装置、 接地变、 ＳＶＧ、 ３５ ｋＶ 配电室、 继保室等处可产

生工频电磁场； 风力发电机组的变速箱、 发电机在运行过程

中可产生机械噪声， 风机叶轮扰动空气可产生空气动力性噪

声， 升压站输变电装置、 ３５ ｋＶ 箱式变压器、 输变电线路可产

生电磁噪声。
２２０ ｋＶ 配电装置含六氟化硫断路器， 多为室外露天布置，

六氟化硫处于密闭系统内， 断路器均为有资质的企业进行维

护。 正常工作过程中运检工人不会接触到六氟化硫。 当六氟

化硫断路器发生泄漏或进行充装维护时， 劳动者可接触到六

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
风电场装置露天布置， 受自然气象条件影响较大。 夏

季巡检接触高温， 冬季接触低温。 风力发电机组轮毂高度

约 ８０ ｍ， 劳动者攀登风机塔操作属于高处和受限空间

作业。
运检工人多数采取工作 ７ 天休息 ７ 天的工休制度， 连续长

时间工作， 易引起精神 （心理） 性职业紧张。 风电企业存在

的职业危害见表 １。
２ ３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１１ 家风电企业每年并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通过查阅资料统计的噪声和工频电磁场检测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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