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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 对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进

行一般劳动卫生学调查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测定。熔配车间 、

后加工及包装工段评价为Ⅰ 级 , 综合卫生学评价合格;成型

车间评价为Ⅱ级 , 综合卫生学评价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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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为一新建工程项目 , 我们按照 《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及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

范》 等规定的要求 , 于 2002 年 8月 , 对该工程项目进行了全

面的卫生学调查和评价。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调查内容包括企业概况 , 厂区平面布局 , 生产工艺设备

布局 ,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情况 , 职业病防护设备 , 个人

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卫生设施等卫生防护措施的落实情

况 ,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 , 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与分析。

1.2　一般劳动卫生学调查 , 主要通过厂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如初步设计中的劳动卫生专篇)、 询问及现场调查等方式来

完成。

1.3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测定与分析 , 分别按 《作业场所空

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GB5748—85 、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第 3 版)、 《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 及 《作业场所噪声

测量规范》WS/T 69—1996、 《高温作业环境条件测定方法》

GB934—89 等标准规定执行。采样条件 、 频率 、 数据处理及评

价 , 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2—2002 及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

预评价规范》 等有关规定执行。

2　调查结果

2.1　企业概况　该企业主要从事玻壳生产 , 于 2000 年 12 月

开工建设 , 玻屏生产线及玻锥生产线分别于 2001 年 8 月和

2002年 1 月试运行。设计生产能力为 600 万套/年。生产过程

中有粉尘 、 毒物 、 噪声 、 高温等多种职工病危害因素存在。

该厂职工总数 567 人 , 其中接触以上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职工人数依次为:10 人 、 106 人 、 223 人和 106 人 , 共计 445

人 , 占职工总数的 78.5%。 该厂位于城市西郊 , 距市中心约

10 km , 该市全年主导风向为偏南风 , 所以该厂产生的粉尘 、

毒物等大气污染物对市中心居民区的影响较小。厂区总平面

布局及设备布局也较为合理 , 在满足主体工程需要的前提下 ,

基本做到了有害车间与无害车间 、 危害大的车间与危害小的

车间 、 粉尘危害车间与毒物危害车间分区明确 , 相对位置合

理 , 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02 的要求。 该

厂有卫生所负责日常医疗卫生工作 , 同时还有职工定点医院 ,

解决了职工的疾病治疗及健康监护问题 , 并建立了职工健康

档案。另外 , 厂内还设有职业卫生管理办公室 , 工作人员 4

名 , 负责全厂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2.2　工艺流程及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2.2.1　工艺流程　玻璃破碎※原料运输※按不同配方要求混

合配料※熔化※玻璃液压制成型※玻屏封销钉 (玻锥封阳极

帽) ※退火※研磨※抛光※检验※包装。

2.2.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玻璃破碎 、 原料运输 、 配料

等工序 , 可产生石英砂 、 长石 、 白云石等多种粉尘;在燃料

燃烧 、 原料熔化及玻璃液压制成型过程中 , 可有甲烷 、 一氧

化碳 、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硫 、 铅烟等毒物产生;在原料破碎 、

运输及后加工的研磨 、 抛光等过程中 , 可产生机械性噪声 ,

在屏锥成型压机及各种风机等的运行过程中 , 可产生流体动

力性噪声;在熔炉 、 压机 、 销钉封接 、 退火 、 锥封阳极等工

作岗位 , 均有高温及热辐射存在。

2.3　卫生防护措施

针对粉尘的危害 , 厂方主要采取密闭尘源 、 局部排风 、

静电除尘等措施;对于毒物危害 , 采取自然或机械通风;噪声

的防护 , 主要采取吸声 、隔声等措施 ,且尽量减少作业工人的接

触时间;高温 、热辐射的防护 ,主要采取大型冷却机 、空调等 , 在

必须有人操作的高温区设空气淋浴风口。 厂方还十分重视定

期给工人发放口罩 、耳塞 、隔热服等个人防护用品。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测定结果 (表 1 ～ 3)

表 1　粉尘 、 毒物及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最高超标倍数
(或超标值)

粉尘 22 16 72.7 6.70

甲烷 5 5 100.0 —

氮氧化物 5 5 100.0 —

一氧化碳 5 5 100.0 —

二氧化硫 5 5 100.0 —

铅烟 10 8 80.0 1.03

噪声 40 30 75.0 8＊

　　＊为噪声超标值 , 单位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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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温气象条件检测结果

检测
点数

　　高温作业　　

点数　率 (%)

　各级高温作业点数　

Ⅰ 　　Ⅱ　　Ⅲ　　Ⅳ

　综合温度超限　

点数　率 (%)

24 19 79.2 4 8 2 5 17 70.8

表 3　各检测项目单项指数分析结果

车间
名称

粉尘 甲烷
氮氧
化物

CO SO2 铅烟 噪声 高温

熔配 0.92 0.018 0.084 0.065 0.166 0.713 0.91 1.133

成型 — — — — — 0.353 1.49 1.020

其他 — — — — — — 0.93 —

　　注:其他包括后加工及包装工段

由表 3可以计算出熔配车间综合指数 I为0.75 , 成型车间

综合指数 I 为1.19 ,后加工及包装工段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是噪声 , 该工段共设噪声检测点 11 个 , 项目单项指数为

0.93 , 单项指数达标率为 91%。

3　结论与评价

该工程项目从选址 、 厂区平面布局 、 设备布局等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 , 严格执行了卫生防护设施

“三同时” 的规定 , 各种职业危害防护设施比较完善 , 同时 ,

职业卫生管理体系也比较健全。

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来看 , 粉尘点合格率为

72.7%, 超标点多集中在玻屏 、 锥两生产线的一楼粉碎机 、

一楼投料口 、 地下提升机等处 , 最高超标倍数为 6.70 , 在玻

屏线地下提升机处。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为 6.6%～ 82.5%,

粉尘分散度测定粒径<5μm 的尘粒占 75%以上。可见粉尘的

危害应引起厂方的高度重视。

铅烟有 2个作业点超标 , 点合格率为 80%, 超标点均在

玻锥熔炉周围 , 最高超标倍数为 1.03 , 在玻锥熔炉南侧。 铅

烟主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 危害比铅尘大 , 所以铅危害的治

理亦不容忽视。噪声点合格率为 75%, 超标点多集中在玻璃

破碎机 、 冷却风机 、 助燃风机 、 屏锥成型压机 、 烘干机等机

器设备旁 , 最高超标 8dB , 在屏锥成型压机南侧。噪声在工业

生产中很难治理 , 应主要采取隔离屏障或使用个人防护用具。

高温气象条件监测点中 , WBGT 指数>25 的点占 79.2%,

为高温作业点;根据高温作业分级标准 , Ⅰ 、 Ⅱ 、 Ⅲ 、 Ⅳ级

的点数分别为 4、 8 、 2 及 5 个 , 依次占高温作业点数的

21.1%、42.1%、 10.5%及 26.3%。综合温度超限值点数 17

个 , 占监测点数的 70.8%, 综合温度最高值为 44.8 ℃, 在玻

锥 103压机岗位。 高温防护主要采取个人防护 、 保护措施或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从监测项目综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熔配车间综合指数 I

小于1 ,后加工及包装工段噪声单项指数达标率大于 90 %, 所

以两车间评价级别均为 Ⅰ 级 , 合格;成型车间综合指数

I=1.19 ,评价级别为 Ⅱ级 , 基本合格。对粉尘 、 铅烟 、 噪声

等的危害特点和防护措施均已向厂方说明并提出改进意见。

4　建议

(1)加强作业工人的卫生知识教育 , 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

正确使用各种防护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 (2)各防尘 、 防毒

设备 , 应由专人使用和维修 , 保证其正常运转。 (3)对接触

高浓度粉尘 、 强噪声及高温作业的工人 , 应加强个人防护 ,

提供安全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 如防尘口罩 、 面罩 、 耳塞 、

隔热服等 , 并督促工人使用。同时 , 对高温作业工人应提供

含盐饮料 , 还应适当减少作业工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时

间 , 尤其是减少强噪声及高温作业工人的接触时间。 (4)在

高职业病危害场所应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 (5)按照有关规

定 , 定期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 , 以便及时采

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6)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工人 , 定

期进行健康监护 , 以便早期发现职业病损害 , 保证工人的身

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