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害因素检测结果看， 石材产业园内 ３０ 家企业切割、
雕刻、 打磨岗位接触的粉尘浓度均未超标， 噪声声级

均超标 ［８９ ５ ～ １０５ ９ ｄＢ（Ａ）］， 说明石材加工行业

噪声危害非常严重， 这与王玉、 曲春清等的报道

一致［２⁃３］。
本次调查的 ３０ 家企业职业病防护设施基本相似，

均在切割、 雕刻、 打磨岗位采取了湿式作业控制粉尘

危害， 但未设置防噪措施。 这与近年来国家职业卫生

监管部门对尘毒治理不断强化， 逐步优化产生尘毒的

工艺和设备、 加大投入防护设施有关。 与此同时， 应

重视噪声危害的治理， 加强噪声工程规划， 如优化总

平面布局， 改善设备拥挤所致噪声相互叠加现象； 大

切机集中布置在独立车间， 与其他低噪声设备分开；
推进石材设备生产行业技术进步， 推广使用低噪声设

备和消声锯片； 种植绿色降噪植物； 车间内设置隔声

墙和隔声值班室等降噪措施［４⁃５］。
本次调查的 ３０ 家企业中仅 １ 家配备了防噪声耳

塞。 说明企业和工人职业病防治意识不强， 缺乏噪声

职业健康危害知识的培训， 故应促进小微企业加强职

业卫生教育， 提高工人自我防护意识。 石材产业园区

未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无法有效落实

国家职业病防治相关要求， 提示石材加工行业为我省

职业卫生监管工作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可参考安全

生产委托管理模式［６］， 鼓励小微企业购买职业卫生管

理服务， 弥补其职业卫生管理能力的不足， 促进职业

病防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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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企业职业危害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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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凯１， 李冬梅２

（１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５； ２ 辽宁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摘要： 对 ６ 家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企业职业危害现状的调

查结果显示， 白云石粉尘浓度超标率达 ８０ ０％， 噪声声级超

标率为 ２０ ０％， 其他粉尘超标率为 １５ ４％， 石墨粉尘、 煤尘、
氧化镁烟、 一氧化碳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接触

限值要求； 职业健康检查率为 ２５ １％， 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率为 ５０ ０％。 提示企业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措施尚

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应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 保

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关键词： 镁质耐火材料； 职业危害； 粉尘； 噪声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５６－０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３ ０１ ０２０

镁质耐火材料是钢铁、 水泥、 有色等高温工业所

需的基础原材料， 生产过程中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

粉尘、 噪声、 氧化镁烟和一氧化碳等［１］。 为了解我省

镁质耐火材料生产职业危害现状， 对省内 ６ 家镁质耐

火材料生产企业进行了职业危害现状调查， 并提出整

改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全省有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企业 ８００ 余

家， 规模以中小型企业为主［２］ 。 本文选取 ６ 家采用

典型生产工艺的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企业作为调查

对象。
１ ２　 内容 　 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种类及分布、 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采取

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效果、 个人防护用品、
职业健康监护及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落实情况等。
１ ３　 方法　 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特点， 采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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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卫生调查、 职业卫生检测、 职业健康检查、 检查表

分析等方法， 对用人单位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职业病危

害现状进行综合评价。
１ ４　 检测点设置　 现场检测严格按照 《工作场所空

气中有害物质检测的采样规范》（ＧＢＺ １５９—２００４） 进

行。 根据用人单位使用的原辅材料及产品、 工艺流

程、 劳动者在工作岗位的停留时间、 工作方式、 接触

有害物质的程度、 持续时间等内容进行检测点设置，
对于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最高、 劳动者接触时间最

长的岗位进行重点检测。 每日采样 ２ 次， 连续采样

３ 个工作日。 检测期间生产及防护设备均处于正常

状态。
１ ５　 质量控制　 按照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

价技术导则》 （ＷＳ ／ Ｔ ７５１—２０１５） 要求进行评价。 现

场检测和评价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检测仪器

及器具经定期计量检定。
１ ６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录入数据， 采用百分率统

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２　 结　 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镁质耐火材料分为耐火原料和耐火

制品。 耐火原料包括轻烧镁砂、 烧结镁砂 （重烧镁

砂、 中档镁砂、 高纯镁砂）、 电熔镁砂等， 耐火制品

包括镁砖、 镁碳砖、 镁铝砖、 镁铬砖、 镁钙砖、 镁质

不定形耐火材料等。 本次调查的 ６ 家企业生产的产品

包括电熔镁砂、 镁碳砖、 镁砖和不定形镁砂 （粉）。
６ 家企业在厂区总体布局、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方面

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ＧＢＺ １—２０１０） 相

关要求。
２ ２　 工艺流程与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耐火材料种

类不同， 但工艺大致相同， 主要包括原料贮存、 输

送、 破粉碎、 筛分、 配料、 混合、 成型、 干燥、 烧

成、 成品加工、 包装等。 镁质耐火材料生产过程中使

用的主要原料为镁矿石 （镁砂）、 镁白云石矿石等。
主要作业点积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 含量均＜ １０％ （０ ３％ ～
８ ７％）。 见表 １。 以镁矿石 （镁砂） 为主要原料的作

业场所粉尘为其他粉尘， 以镁白云石矿石为主要原料

的作业场所粉尘为白云石粉尘。 破碎机、 压砖机等设

备运行产生高声级噪声。 根据辅料或工艺的不同， 产

生煤尘、 石墨粉尘、 一氧化碳、 氧化镁烟、 氮氧化

物、 二氧化硫、 电焊烟尘、 臭氧、 紫外辐射和高温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
２ ３　 检测结果　 设置检测点 １１１ 个， 超标点 ２２ 个

（１９ ８％）。 破碎、 搅拌、 烧结、 晾晒、 磨粉、 装袋、

表 １　 作业场所粉尘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检测结果

岗位　
（工种） 　

检测地点　 　
样品数

（份）

游离 ＳｉＯ２

含量 （％）

破碎 颚式破碎机旁 ９ ８ ７

破碎生产线旁 ９ １ １

破碎生产线旁 ９ １ ０

下料仓旁 ９ ０ ３

混料 混料机旁 ９ １ ２

选品 选品区 ９ ３ ６

烧结 电熔镁炉旁 ９ １ ３～３ ０

破砣 破砣区 ９ １ ６

成型 压砖机旁 ９ １ ５

机械加工 磨床旁 ９ ０ ８

接袋、 烘干等岗位粉尘浓度超标， 破碎、 混料、 压砖

岗位噪声声级超标。 粉尘和噪声仍是耐火材料生产企

业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白云石粉尘 （ＴＷＡ） 超

标率达 ８０ ０％， 噪声 （Ｌｅｘ，８ ｈ） 超标率为 ２０ ０％。 检

测期间无维修作业， 故未对其焊接过程产生的电焊烟

尘、 氮氧化物、 臭氧和紫外辐射、 高温等职业病危害

因素进行检测。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详见

表 ２， 表 ３。

表 ２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超标

点数

超标率

（％）

其他粉尘（总尘） ３９ ３３ ６ １５ ４

白云石粉尘（总尘） ５ １ ４ ８０ ０

白云石粉尘（呼尘） ５ １ ４ ８０ ０

噪声 ４０ ３２ ８ ２０ ０

石墨粉尘 ２ ２ ０ ０

煤尘 ３ ３ ０ ０

氧化镁烟 ６ ６ ０ ０

一氧化碳 １１ １１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８９ ２２ １９ ８

２ ４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　 ６ 家企业均设置了职业卫

生管理机构， 制定了职业病防治计划与实施方案，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见表 ４。 职业健康体检

率为 ２５ １％， 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体检人数不足、 检

查项目不全，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数量不足等问

题。 在现有健康检查结果中未发现职业禁忌证及职

业病病例。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其中 １
家企业仅为劳动者配备了纱布口罩、 线手套、 工作

服、 工作帽等个人防护用品， 未配备防尘口罩、 防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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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防噪耳塞， 无法满足防护要求。

表 ３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超标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岗位 ／ 工种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其他粉尘（总尘） 破碎 破碎生产线旁 １２ ３

（ＣＴＷＡ， ｍｇ ／ ｍ３） 搅拌 搅拌机旁 ８ １

晾晒 晾晒区 ９ ７

烧结 烧结炉旁 ３０ １

电熔镁炉旁 １１ １

白云石粉尘（总尘） 磨粉 磨粉机旁 １２ １

（ＣＴＷＡ， ｍｇ ／ ｍ３） 装袋 磨粉机下料口 １２ ２

接袋 烘干机下料口 １１ ７

烘干 烘干机旁 １０ ３

白云石粉尘（呼尘） 磨粉 磨粉机旁 ６ ４

（ＣＴＷＡ， ｍｇ ／ ｍ３） 装袋 磨粉机下料口 ６ １

接袋 烘干机下料口 ６ ３

烘干 烘干机旁 ５ ９

噪声［Ｌｅｘ，８ ｈ，ｄＢ（Ａ）］ 破碎 颚式破碎机旁 ８９ ８

雷蒙机旁 ９１ ７

破碎生产线旁 ８７ ５

混料 混炼机旁 ８５ ３

压砖 压砖机旁 ９２ ５～９６ ８

表 ４　 职业卫生管理执行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项目　 　 　 　 　 　 　 　 　 应落实
实际

落实

落实率

（％）

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４５５ １１４ ２５ １

职业病危害申报企业（家） ６ ３ ５０ ０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公告栏（家） ６ ３ ５０ ０

配备个人防护用品企业（家） ６ ４ ６６ ７

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企业（家） ６ ５ ８３ ３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企业（家） ６ ５ ８３ ３

职业卫生培训人数 ４５５ ４５５ １００ ０

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企业（家） ６ ６ １００ ０

２ ５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效果　 企业针对工作场

所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了相应的防护设施， 颚

式破碎机、 雷蒙机、 混料机顶部、 压砖机加料处、 烧

结炉上部等安装布袋除尘器、 旋风除尘器， 搅拌、 干

燥窑干燥岗位安装轴流风机进行机械通风， 振动筛加

装密闭隔离罩等措施防止粉尘外漏； 对产生噪声较大

的颚式破碎机底部加装减震基座， 设备上部设置隔声

罩， 罩内贴吸声材料。
从粉尘和噪声检测结果超标情况来看， 企业采取

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尚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粉尘

超标的原因一是受行业本身工艺所限， 无法采用湿式

作业， 造成二次扬尘； 二是产尘设备密闭性不佳； 三

是除尘设施未能及时清理， 风量减小。 噪声超标的原

因是设备产生噪声声级大， 布置相对集中， 同时运行

时噪声声级叠加。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的 ６ 家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水平呈现总体

滞后状态， 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职业

病危害因素申报率仅为 ５０％， 应按照 《工作场所职

业卫生管理规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２０２１］
第 ５ 号） 要求， 继续加大监管力度， 做好职业病防治

相关工作［３］。 建议企业尽量采用机械化、 密闭化、 连

续化生产工艺， 减少物料中转环节， 降低物料落差；
进料口应设置有效的侧吸式排风罩［４］； 对车间环境和

设备积尘及时清扫， 防止二次扬尘［１］； 为作业工人配

备防尘口罩。 在不影响工艺流程的情况下， 对噪声超

标的破碎、 混料、 压砖岗位分别设置隔声材料罩和减

振措施［１］， 降低噪声声级； 选用低噪声声级设备， 车

间合理规划布局， 减小噪声叠加［１，４］。 为工人配备防

噪声耳塞， 并加强对作业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知识

的培训以及佩戴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 确保其有效

使用。
建议企业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所有劳动者进

行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明确

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 健全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 对发现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病病例

按规定妥善安置。 同时， 利用职业卫生信息大数据开

展职业病危害风险评估和职业病发病趋势预测， 及

时、 充分、 高效地为政府部门职业病防治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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