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市职业病防治条例》 规定在初步设计阶段 (“规范” 为可行

性研究阶段)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了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 , 预评价机构按照编制送审 、 专家评审 、 修订

成册三个阶段实施 , 使 90%的项目完善了初步设计 , 使建成

后的职业病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 积累了经验。

4.2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中类比资料的选用 , 应标明出

处 、 时间 、 卫生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 尤其注明检测时生产条

件 , 要有可比性。如 2001 年某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中提出

类比资料是 1995年该项目一期验收时的检测报告 , 而未对验

收后日常检测报告进行调查分析 , 不能说明卫生防护设施运

行几年后是否有效 , 对该项目选用相同卫生防护设施的效果

可行与否 , 没有较强的说服力 , 缺乏借鉴作用。

4.3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技术水平有待提高。长期以来 , 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仅限于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来预

测劳动条件的优劣 , 忽视了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可能接

触职业病危害浓度 (强度)的高低 、 时间长短和劳动强度大

小之间相关关系的评价 , 忽视了不良工作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

忽视了工作相关疾病的评价 , 更忽视了对管理 、 保健措施的

评价。目前 , 国际上最为关注的是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的

评价。有鉴于此 , 应该对职业病危害的预评价从评价内容 、

方法和评价报告编写有一个新的理解 , 特别是预评价的技术

更要吸收引进国内外其他专业先进 、 成熟的评价技术 , 以提

高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技术水平。

4.4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中 “补充建议” 的章节在撰写

上 , 应注意陈述的清晰性。针对存在问题 、 产生的原因要分

析透彻 , 提出的建议要具有投资少 、 简便易行 、 防护效果改

善明显的特点 , 特别是对管理上存在的不足 , 意见要切中要

害 , 有良好可操作性 , 指导建设单位完善管理机制。这一部

分直接体现了职业卫生服务的价值所在。

4.5　关于专家组成员的确定。目前 , 我市作法是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将预评价报告书送审稿上报卫生行政部门后 , 由

卫生行政部门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5 位评审专家。我们认为 ,

此工作应借鉴准司法实践中 “仲裁” 的做法 , 由市卫生行政

部门设立相关的专家库 , 需要评审时 , 由建设单位或者建设

单位委托有关卫生行政部门从专家库中以随机抽取的方式确

定参加评审的专家 , 以体现评审的公正性。

4.6　注重宣传与监督并举。卫生行政部门要向建设单位宣传

职业卫生法规和卫生法律 , 解答职业卫生方面的咨询 , 建设

单位执行卫生法律 、 法规 、 规范 , 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 接受预防性卫生监督。 随着监督覆盖面

的增加和执法力度加大 , 自然推动预评价工作的发展。

4.7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 尽快修订 《天津市卫生防疫防治机

构服务收费标准》 , 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列为收费项

目 , 制订具体收费标准 , 以便规范技术服务部门的市场行为。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的实施 , 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制度纳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 , 自然

推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向前发展 , 同时也面临

新的挑战 , 应需不断努力创新 , 继续探索新形势下的预评价

工作程序 , 不断加以完善。

甲胺生产工程竣工验收卫生预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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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甲胺生产工程作业场所进行劳动卫生学调查 ,

结果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该工程卫生综合评

价指数小于 1 , 评价分级为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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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甲胺工程是以鲁南化肥厂为依托 , 某镇政府和鲁南化

肥厂联合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化工企业 , 总投资3 000余万元。

该工程 1998年 1 月建成 , 实现投产后第 1 年达标。为了解整

个工程的劳动卫生状况和卫生防护措施的效果 , 滕州市卫生

防疫站于1999年3月对该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预评价 , 现报

收稿日期:2001-08-23;修回日期:2002-04-01
作者简介:李承柱 (1969—), 男 , 山东滕州人 , 医师 , 从事卫生

监督工作。

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调查了解工程的概况 、 工艺流

程 、 接害情况及防护措施。

1.2　生产性有害因素监测及检验　按照卫生部 《卫生防疫工

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第 3

版)进行监测检验。

1.3　评价标准　根据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

用综合指数 (I= (Pi)max·(Pi)/ N , Pi=Ci/ Si)作为卫

生预评价指标。

1.4　职业健康体检项目　内科 、 五官科 、 心电图 、 胸透 、 血

液检查 、 尿常规。

2　结果分析

2.1　一般情况

甲胺生产主要原料为甲醇和液氨 , 年生产4 000吨混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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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胺 、 二甲胺 、 三甲胺)。 该厂共有职工 118 人 (女 47

人), 接触有害因素的人数为 83 人 (女34 人)。该工程主要有

害因素为甲醇 、 氨 、 一甲胺 、 二甲胺 、 三甲胺。 其生产工艺

流程为:

防护措施:工程厂房建设为框架敞开式 , 自动化 、 管道

化 、 密闭化程度较高。生产厂房各层及厂区设有消防栓 、 水

冲洗器及灭火器 , 操作人员均配备防毒面具 、 防护眼镜 、 防

护手套 、 耳塞 、 耳罩 , 安全橱配备了氧气呼吸器 、 防爆工具。

车间工人上岗前均进行就业前体检 , 安全卫生知识 、 事故急

救知识培训 , 合格方能上岗。投资 40 余万元建立了一套尾气

吸收装置;投资 52万元安装了污水处理站一座 , 将三塔废水

改为二塔萃取水代替软水。

2.2　生产性有害因素监测

2.2.1　生产性毒物测定结果　共测定毒物4种 , 测定样品

数 24个 , 全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合格率为 100%(见表 1)。

表 1　毒物检测结果 mg/m3

毒物名称 样品数
测定结果

范围 均数±标准差
国家标准

甲醇 6 0.70～ 2.11 1.23±0.73 50

氨 6 0.61～ 1.73 1.00±0.41 30

一甲胺 6 3.35～ 4.96 4.32±0.75 5

二甲胺 6 4.21～ 6.70 5.32±0.94 10

2.2.2　生产性噪声测定结果　对主要生产岗位噪声源进行

封闭消声处理 , 测得噪声源强度小于 90 dB (A)的占 66.7%,

大于90 dB (A)的占 33.3%。在正常生产情况下 , 工人大部

分时间在隔离控制室内进行操作 , 到作业场所巡视接触噪声

时间均小于 2h。因累计接触时间很少 , 所以各测点噪声强度

符合国家对新建项目所规定的噪声强度标准 (见表 2)。

表 2　噪声测定结果

测点名称 噪声强度均值 [ dB(A)] 每工作日累计接触时间 (h)

清水泵　　 85.0 2

高压泵　　 87.1 1.5

热水槽　　 88.5 2

压缩机　　 97.0 0.5

锅炉风机　 95.5 0.5

中心控制室 70.1 8

2.3　有害作业工人健康体检

观察组为该厂接触有害因素的作业工人 83人 , 其中男 49

人 , 女 34 人 , 年龄 20～ 50.5 岁;对照组为从不接触有害因素

的某厂行政后勤职工 92 人 , 男 57 人 , 女 35 人 , 年龄 19.5 ～

49 岁 , 两组年龄 、 性别构成差异均无显著性。

体检结果:观察组共检出呼吸系统疾患 9 人 , 检出率为

10.8%(以气管 、 支气管 、 上呼吸道 、 鼻粘膜充血 、 水肿等

症状多见), 与对照组异常检出率 (6.5%)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 (χ2=1.0 , P>0.05)。心电图检查:观察组心电图以窦性

心动过缓 、 心律不齐 、 房室传导阻滞及 ST-T 改变等心肌损害

征象为主 , 异常检出率为 6.0% (5/83), 与对照组比较

(5.4%)差异也无显著性。其余各临床指标检查均未发现明

显异常。

2.4　评价

2.4.1　对该厂进行了工业企业建设项目 “三同时” 预防性卫

生监督。该厂场地选址科学 , 符合卫生 、 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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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自动化 、 管道

化 、 密闭化程度较高。

2.4.2　该工程存在的生产性毒物 、 噪声等作业场所有害因

素 , 同时作用于操作工人。其测定是在甲胺工程试车达标 ,

各系统设备运转正常 , 满负荷生产状况下进行的 , 采用综合

指数 I 作为卫生预评价指数 , 根据 I= (Pi)max·(Pi)/ N ,

Pi=Ci/ Si 得出该工程的综合指数为0.46 , 由于 I<1.0 , 评价

分级为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1995 年 5 月通过了省

“项目办” 、 省卫生厅组织的验收 , 同年 10月获省化工厅科技

进步一等奖 、 无泄露化工厂 、 省乡镇企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 , 该甲胺工程的有害因素浓 (强)度 , 基

本上控制在国家卫生标准范围内 , 对保障作业工人的健康是

安全的。

3　建议与措施

3.1　甲胺类常温下为无色气态或液态 , 极易溶于水 , 分解成

甲醇和液氨 , 对呼吸系统损害较为严重。生产设备 、 贮存和

运输容器均应密闭 , 防止泄露 , 厂房和库房要有完善的通风

装置。应尽量采用自动控制或集中控制 , 为防止车间里的有

害气体进入控制室 , 控制室应保证 “微正压” 的工作条件。

3.2　密切注意观察 、 研究低浓 (强)度下有害因素对生产工

人健康影响的远期效应及各种有害因素对人体的联合作用。

3.3　在生产操作和检修设备须入容器内作业时 , 应先进行毒

物可燃气体 、 氧含量的测定 , 合格后方可作业。避免发生急

性职业中毒。生产场所应备有紧急淋浴器和眼冲洗装置。

3.4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监护和有害物质的监测工作 , 建立健

全各项职业卫生档案 , 加强隐患治理。

参考文献:

[ 1] 　王培安 , 刘卓宝 , 赵金垣 , 等.职业病临床指南 [ M] .上海: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 1995.91-93.

[ 2] 　韩惠中.预防性卫生监督 [ M] .北京:学苑出版社 , 1992.

405.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 Z] .1994.

·37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2年 12月第 15卷第 6期　　Chinese J Ind Med　Dec 2002 , Vol.15 N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