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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燃机电力公司试产期劳动卫生预评价

The pre-evaluation on labour-hygiene during trial production period of gas turbine power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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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对该公司进行劳动卫生预评价 , 调查 、 分析 、

监测了其工作场所的有害因素。结果显示各岗位的防护措施

有效 , 监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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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基本情况

某燃机电力有限公司为投资 3.6 亿元的火力调峰电厂 ,

通过2 台美国产燃柴油飞机发动机及其产生的高温尾气经余

热锅炉推动气轮机组发电 , 属新建三资高新技术企业。该厂

装机容量 63MW/年 , 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 , 职工百余人。

项目完成后 , 在试生产期间委托我站进行劳动卫生学预评价。

1.2　简要生产工艺及过程

该厂是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密集型企业 , 主要生产车间是

化学水处理车间 (以下简称化水车间)、 供油泵房 、 汽轮机

房 、 燃气轮机组 、 余热锅炉房 、 循环水泵房 、 配电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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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危害因素分析

该厂的化学水处理 、 燃油处理 、 燃气机 、 余热锅炉及发

电机等主要系统 、 车间中 , 存在的有害因素有:噪声 、 振动 、

高温 、 毒物 、 不良微小气候及其他。

2.1　噪声　影响最广 , 属连续稳态噪声。 按其来源可分:

(1)机械动力噪声 , 主要有发电机 、泵等设备在运转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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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振动 、 摩擦 、 碰撞而产生;(2)空气动力噪声 , 由各类风

机 、 风道 、 蒸气管道中的介质流动 、 扩容 、 节流排气 、 漏气

等原因产生 , 其中尤以排气为高强噪声 , 且具有低 、 中 、 高

各段频谱。锅炉排气口在不装设消声器的情况下 , 离排气口

1m 处声压级可达 140dB (A)。

2.2　振动　由各类泵 、 电机及发电机产生。

2.3　高温　主厂房属高温车间。厂房的高层和具有热源的

部位如余热锅炉 、 燃气机组等设备都有高温 、 高湿及热辐射

产生。

2.4　毒物　化水车间使用盐酸 、 液氨等 , 在装卸过程 、 库

房和蓄电池室的调酸间等处与操作人员有接触。另外 , 燃气

轮机产生的尾气在意外情况下也可影响生产车间。

2.5　不良微小气候及其他　燃气机控制室采用全封闭机械

通风 , 其控制室为空调环境和 VDT (视屏)作业 。

2.6　振动 、 高温及部分噪声产生处常规操作下无人员接触。

3　采取的卫生措施

该建设项目能执行 “三同时” , 在可行性研究 、 初步设

计 、 施工设计过程中参照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工

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 等相关的卫生学依据。具体措施如下。

3.1　噪声的防治措施　根据声源的性质不同而采用相应的

方法 , 燃气轮发电机组设计为具有消声功能的箱装体。进排

气设备 、 蒸气管道疏水放气口集中处及余热锅炉排气处均加

装了消音装置。汽轮发电机励磁机滑环采用了隔音罩。管道

设计中考虑防振措施 , 选用各式支吊架形式 , 合理布局 , 降

低气流及振动噪声。在生产人员集中的值班室 、 操作室 , 设

置隔音室 、 吸音墙 、 吸音平顶等。

3.2　防毒措施　化水车间 、 蓄电池室等使用酸碱 、 液氨部

位均用密闭管道操作 , 配备了机械通风装置及应急冲淋设备。

3.3　防暑降温措施　露天布置的设备如余热锅炉 、 燃气发

电机通过有组织的自然通风降温 , 对人员集中或停留时间较

长的场所配备空调 , 一般车间使用电扇。

4　有害因素监测结果

按照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 《卫生防疫

工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的相关规程设点 、 测定 , 结果如

下。

中央控制室 、 供油泵房控制室 、 化水车间操作室 、 循环

水泵操作室 、 化验室所测二氧化碳浓度为 0.061%～ 0.125%

(x=0.083%);一氧化碳浓度均小于 1.25mg/m3;加氨间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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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噪声测定结果 dB (A)

测点 A 测点 B

点A 噪声

范　围 均值 (xA)
　

点 B噪声

范　围 均值 (xB)
　

降噪值＊

xB-xA

中央控制室 汽轮机房 61～ 64 62.4 85～ 91 87.5 25.1

供油泵操作室 供油泵房 62～ 65 63.7 87～ 89 87.7 24.0

化水车间操作室 加氨间 55～ 58 56.3 68～ 70 68.8 12.5

化水车间化验室 化水泵房 52～ 54 53.2 82～ 84 83.1 29.9

循环水泵操作室 循环水泵房 66～ 68 66.8 88～ 92 90.2 23.4

燃气机房控制室 排气口 62～ 65 63.3 98～ 100 99.8 36.5

燃气机房控制室 锅炉房 62～ 65 63.3 89～ 90 89.6 26.3

　　注:测点 A为测点 B的控制 (操作)室或紧邻场所 , 是操作人员长期停留处 , 其强度均小于 85dB (A), 点合格率为 100%;测点 B , 即 A 点

人员短暂停留 、 巡视 、 检修处 , 点合格率为 87.5% [ 以 94dB(A)/ 1h计] 。

＊t 检验P<0.001。

表 2　车间微小气候和照度测定结果

测　　点
温度 (℃)

范　围 x

　
相对湿度 (%)

范　围 x

　
风速 (m/ s)

范　围 x

　
照度 (1ux)

范　围 x

中央控制室 14.6～ 15.0 14.7 80～ 85 83 0.05～ 0.10 0.07 250～ 400 319

供油泵操作室 　 　13.0 13.0 79～ 88 85 0.02～ 0.05 0.03 　　1 500 1 500

化水车间操作室 12.0～ 14.0 13.1 75～ 89 81 0.09～ 0.20 0.13 250～ 620 374

循环水泵操作室 12.0～ 17.0 14.7 72～ 80 77 0.05 0.05 250～ 500 390

燃气机控制室 19.0～ 20.0 19.7 52～ 74 67 0.10～ 0.30 0.20 600～ 800 700

化验室 12.8～ 13.2 13.0 　　79 79 0.01～ 0.10 0.07 500～ 1 000 883

浓度未检出～ 20mg/ m3;加酸间内未检出氯化氢。

5　卫生学评价

5.1　该厂厂址选点科学 、 符合卫生 、 环保要求。厂区总平

面布局合理 , 分区明确 , 有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 车间建筑 、

间距及毗邻关系符合卫生学要求 , 有良好的自然 、 人工通风

及采光。配置了必要的卫生防护设施和生活卫生设施。

5.2　该厂存在危害因素的操作位都配备了相应的防护装置。

5.3　操作者有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5.4　各车间消声 、 隔声等防噪措施效果良好 , 降噪值为

36.5～ 12.5dB (A), 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0.001), 达到

了使室内操作室噪声小于 85dB (A)的设计要求。

5.5　存在问题及整改意见

5.5.1　该厂使用的工业毒物在生产过程中均为密闭操作;

燃气机产生的烟气经余热锅炉后通过多级消烟装置处理 , 再

经10m 烟囱排入大气 , 常规情况下 , 车间空气中应无毒气逸

散 , 但在监测中 , 化水车间加氨处有氨气泄漏 , 故应检修原

有密闭措施 , 防止跑冒滴漏。

5.5.2　燃气机控制室采用全封闭 、 全空调机械通风 , 室内

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一般室内容许限值 , 其进风口新风量不足 ,

应增加换气次数。各车间操作室微小气候均不符合规范 , 应

完善原有通风 、 空调设施 , 并加强除湿。

5.6　评价结果

该厂所测毒物 、 噪声 、 照度均符合相应设计标准。监督

中未发现违反劳动卫生要求的设备 、 规程 , 故综合评价结论

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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