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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阐明现代化露天煤矿的职业卫生问题 ,对平朔露天矿进行了作业环境的卫生学调查。结

果表明 , 粉尘浓度 2. 2～ 116. 1mg /m3 , 样品超标率 89. 4% , 危害以岩尘为主 , 煤尘次之 ; 运输车辆驾

驶室的等效连续 A声级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车间噪声样品超标率为 67. 7%。可见 , 虽然该矿进口的成

套设备机械化程度很高 , 但采、 选生产过程的粉尘、 噪声污染仍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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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la rify the occupationa l health state in modern sur face mine, a field investiga tion in

Ping shuo surface coal mine w as ca rried out. The r esults showed tha t the concentr ation o f dust in w o rk-

place ranged from 2. 2 to 116. 1mg /m3 , the rat re beyond standa rd in these sam ples w as 89. 4% , and ma-

jo rity o f them we re rock dust. The equiv alent continous aw eigh ted sound pressure lev el in driv ers ro om

o f v ehicle also exceeded the permissible lev el of our country , the ra te beyond permissible noise standard

in w o rkshop was 67. 7% . It wa s suggested that the dust and noise pollution at mining and dressing pro-

cesses, though equipped with modern devices, w as still serious.

Key words　 Sur face coal mining , Dust , Noise

　　关于露天煤矿全面机械化生产的职业卫

生状况 , 报道甚少。为了阐明现代化露天煤矿

采矿与选矿生产作业环境的职业卫生问题 , 对

平朔露天矿进行了较全面的卫生学调查。

1　一般情况

平朔露天矿是中美合资筹建的现代化煤

矿 , 于 1987年正式投产。开采面积 18. 5km
2
,

坑深 175m ,主要可采煤层有 3层 ,按剥离物回

填复田的方式进行 , 煤层到地表距离较大 , 煤

层间岩土层较厚。生产部门由采矿部和选煤部

组成 ,采矿部作业人员 455人 ,选煤部 113人。

该矿年产原煤 1 550万吨 , 选煤部年入洗能力

2 000万吨。

2　生产过程和主要职业卫生问题

2. 1　采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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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分为钻孔、 爆破、 挖掘装载、 运

输四个环节。首先用钻机打孔 , 装填炸药进行

爆破 ,由 25m
3
电铲进行挖掘装载 ,剥离物和开

采的煤由卡车分别运到排土场和卸煤站 , 整个

生产过程产生大量粉尘和噪声。仅爆破是露天

作业 , 其余人员均在驾驶室内工作。

2. 2　选煤部

生产过程主要有破碎、筛分、洗选、干燥、

运输等过程。原煤首先被粉碎 , 分为精煤、 中

煤和矸石 , 前两种在干燥车间干燥后 , 分别进

精煤仓和中煤仓 , 矸石被排掉。整套设备采用

密闭系统和计算机管理 , 运输过程在密封的皮

带走廊完成 , 但管道接口处仍有粉尘逸出 , 大

型设备运转时产生噪声。

3　职业危害因素的测定

3. 1　生产性粉尘

粉尘浓度用滤膜质量法测定 ; 游离二氧化

硅含量用焦磷酸重量法 ; 分散度用滤膜溶解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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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法 , 使用 KBC型国产矿用粉尘采样器采样。

3. 2　生产性噪声

噪声测定仪器为丹麦产 2230型精密声级

计 , 测量内容包括车间噪声和机械设备噪声。

车间噪声的测量选在工人工作位置 , 传声器放

在人耳高度 , 读取 A声级和等效连续 A声级 ;

设备噪声的测试是在距机器 1m , 45°角处进

行 , 读取平均 A声级。

4　结果

4. 1　生产性粉尘

各作业点粉尘测定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见 , 生产环境空气中粉尘浓度在

2. 2～ 116. 1mg /m3之间 , 89. 4%的样品超过国

家卫生标准 (岩尘 2mg /m
3
, 煤尘 10mg /m

3
)。

钻机、 爆破工作面粉尘污染最严重 , 分别超标

57倍和 27倍。

各作业点空气中粉尘分散度较高 , 粒径小

于 5μm的粉尘颗粒占 75%～ 80% , 10μm以下

的颗粒占 94%～ 96% 。

表 1　不同生产地点空气中粉尘浓度和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部门 采样点 粉尘性质
粉尘浓度 ( mg /m3)

样品数　　均数±标准差　　　　范围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

样品数　　　　均数

采矿部 钻机旁 岩尘 11 29. 74± 2. 39 9. 5～ 116. 1 5 32. 2

钻机内 岩尘 12 5. 81± 1. 01 4. 8～ 6. 3 — —

爆破 岩尘 12 11. 61± 1. 68 5. 0～ 36. 4 2 43. 6

煤尘 14 31. 29± 1. 44 19. 2～ 45. 0 2 4. 2

电铲旁 岩尘 15 12. 19± 1. 55 7. 4～ 23. 2 2 36. 5

电铲内 岩尘 14 6. 25± 1. 58 4. 3～ 12. 2 — —

煤尘 12 4. 63± 1. 27 3. 9～ 5. 5 — —

卡车内 岩尘 17 4. 88± 1. 48 3. 4～ 11. 0 1 35. 3

排土场 岩尘 3 7. 37± 2. 39 3. 4～ 19. 0 1 31. 6

选煤部 卸煤站 煤尘 3 7. 56± 4. 14 2. 2～ 35. 7 — —

粉碎车间 煤尘 8 33. 63± 1. 61 16. 5～ 4. 4 2 3. 8

主厂房 煤尘 9 6. 63± 1. 61 3. 7～ 11. 0 2 4. 5

干燥车间 煤尘 12 17. 54± 1. 56 10. 3～ 37. 0 2 1. 6

精煤仓 煤尘 4 10. 21± 1. 38 7. 0～ 15. 5 2 1. 1

4. 2　生产性噪声

4. 2. 1　设备噪声　各部门大型设备的噪声测

试结果见表 2。
表 2　各部门大型设备噪声测试结果

部门 设备名称 测定点
强度 dB ( A)

最高 最低 均值

采矿部 钻机 2 99. 5 85. 5 92. 7

卡车 3 88. 8 85. 5 87. 3

选煤部 破碎机 7 101. 3 90. 2 97. 5

振动筛 3 109. 0 94. 0 99. 3

运输皮带 6 112. 2 80. 0 94. 0

各种风机 4 105. 0 99. 0 102. 0

　　露天煤矿噪声普遍存在。采矿部各种车辆

噪声为 85. 5～ 95. 5dB( A) ;选煤部设备噪声测

试了 20个样品 , 19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85dB

( A) , 样品超标率 95% 。噪声频谱特性方面有

所不同 , 采矿部噪声主频段在低频段范围 ; 选

煤部噪声属宽带噪声。

4. 2. 2　车间噪声暴露情况　采矿部各类车辆

工作人员长期在驾驶室工作 , 该驾驶室相当于

操作室 , 按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中

高噪声车间设置的值班室 75dB ( A)标准进行

评价 ,卡车和电铲驾驶室等效连续 A声级分别

为 76. 7～ 83. 3dB ( A) 和 73. 4～ 89. 2dB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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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过了国家卫生标准 , 钻机驾驶室未超标

〔73. 1dB ( A)〕。

选煤部车间噪声测试结果见表 3。
表 3　选煤部车间噪声暴露情况

车　间 测定点
强度 dB ( A)

最高 最低 均值

卸煤站 2 93. 1 81. 5 87. 3

主厂房 7 103. 2 89. 6 95. 0

干燥车间 8 95. 1 84. 0 90. 1
操作室 11 90. 0 56. 1 69. 8

休息室 5 83. 3 69. 2 77. 0

　　车间噪声测试了 17个点 , 14个点超过

85dB ( A)。各车间均有控制室、休息室 , 测试

了 14个点 ,将其集中起来按 70dB ( A)评价 [1 ] ,

其中 7个点超过卫生标准。 测定点超标率

67. 7% , 其中以主厂房噪声污染最严重。

5　讨论与分析

生产性粉尘是该矿主要职业危害因素 , 存

在于生产的各个环节 , 粉尘分散度均较高。采

煤作业工人接触的生产性粉尘以岩土混合性

粉尘为主 , 其次才是煤尘 , 这是由露天采煤的

现场情况所决定 , 平朔矿的剥采比为 5. 6∶ 1,

即每采 1吨煤需剥离 5. 6m
3
的岩土 , 与井下采

煤明显不同 , 煤矿综采工作面产尘浓度高于露

天采煤 , 但主要是煤尘危害 [2 ]。

粉尘监测结果表明 , 生产环境的粉尘浓度

在 2. 2～ 116. 1mg /m
3 , 样品超标率为 89. 4% ,

钻机旁和爆破工作面粉尘浓度超标最严重 , 这

是由于高效率的钻孔、 充填产尘多 , 且露天作

业扬尘大所致 , 但该项作业暴露时间短 , 且接

触人员少。 值得注意的是采煤作业高度机械

化 , 工人大多在驾驶室内工作 , 虽有双层玻璃

与外界隔离 , 但门窗密闭不严 , 或空调损坏开

窗作业 , 致使岩尘全部超标 , 煤尘部分超标。

选煤作业的整套洗选过程虽采用密闭系

统和计算机管理 , 仍有部分粉尘漏出 , 尤其是

粉碎车间和主厂房粉尘污染比较严重 , 各车间

巡视工人会受到粉尘危害。由此可见 , 虽然平

朔露天矿引进的是美国成套设备 , 工艺设备先

进 , 机械化程度高 , 但采、 选过程的粉尘污染

仍十分严重。

平朔露天矿生产采、选过程噪声污染均比

较严重 , 采矿生产所用大型设备均产生一定程

度的噪声 , 主要是对车辆驾驶人员的影响 , 各

种车辆 (除钻机外 )驾驶室等效连续 A声级超

过了国家卫生标准。选煤部生产规模大 , 从原

煤接收到精煤入仓一系列过程都有噪声存在。

破碎机、 振动筛、 各种风机等大型设备是主要

污染源 , 致使车间噪声样品超标率 67. 7%。由

于洗、 选过程全部自动化 , 大部分工人在操作

室工作 , 操作室噪声超标原因 , 除设备产生的

噪声外 , 还受喇叭声的影响。

综上 , 现代化露天煤矿的采、 选生产存在

着粉尘和噪声的影响 ,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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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须知·
汉字数字用法

1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 词组、 惯用语、 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

例: 一律　十滴水　三叶虫　二倍体　八国联军　第三世界　“一二· 九”运动　十月革命　五省一市　路

易十六　白发三千丈　第一书记

2　邻近的两个数字 (一、 二、 ……九 ) 并列连用 , 表示概数 (连用的两个数之间不应用顿号隔开 )。

例: 二三米　三五天　十三四吨　四十五六岁　七八十种　十之八九

3　星期几一律用汉字。

4　形容词前面的数字宜用汉字。 例: 这一实验方法有四大优点。

5　 “一” 与量词组成数量词组做定语作泛指时 , “一” 必须用汉字。 例: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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