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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池生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valuation of control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a producing construction item in battery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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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电池生产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和

分析 , 对其防护措施进行综合评价。二氧化锰 、 粉尘和噪声

有不同程度的超标 , 石油沥青烟 、 照度符合国家标准。该项

目在通风 、 防尘 、 防暑 、 防噪声等方面还需加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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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的要求 , 为使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中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达到要求 , 有效预防 、 控制和消除

职业病危害因素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对某电池生产项目进行

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评价依据

以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02)、 《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2—2002)、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

害程度分级》 (GB5044—1985)、 《噪声作业分级》 (LD80—

1995)等为标准依据 , 以厂房设计平面图 、 预评价报告等资料

为基础依据。

1.2　评价范围和内容

对锌锰干电池生产线项目进行评价 , 共8 条生产线。评价

内容包括选址和总平面布置 、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 职业病

危害因素 、 防护设施 、 个人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 、 经费

概算 、 工人健康检查 、 卫生设施等。

1.3　评价和检测方法

通过现场调查和检测 , 采用检查表法和定量分级法相结

合的原则进行评价。现场检测在设计满负荷生产状况下进行 ,

连续 3 d , 每天上 、 下午各 1 次。

2　结果

2.1　生产工艺

配电液※拌粉※打芯 、 插芯 、 注浆※糊化※上蜡※清洗

炭棒※上一道纸圈※封口※上二通纸圈※上筒帽※包商标※

上塑盖铁底※校电※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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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

和原 、 辅材料 , 确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噪声 、 粉尘 、 二

氧化锰 、 石油沥青烟 、 高温和氯化锌等。

2.3　检测结果

2.3.1　毒物 、 粉尘 、 噪声的检测结果　根据表 1 可知 , 石油

沥青烟检测浓度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二氧化锰检测浓度均

超过了国家标准;粉尘浓度超标 13 份 , 超标率为 72.2%, 最

高超标 10.6 倍;噪声强度超标 15 份 , 超标率为 75%。

表 1　毒物 、 粉尘 、 噪声的检测结果

　项目 石油沥青烟 二氧化锰 粉尘 噪声

检测份数 40 18 18 20

检测结果(mg/m3) 0.35～ 0.48 2.00～ 5.58 2.7～ 74.0 81.9～ 97.6

时间加权平均浓

度(mg/m3)
0.44～ 0.52 3.54～ 5.39 5.5～ 92.5

超标份数 0 18 13 15

2.3.2　高温 (WBGT)指数检测　WBGT 指数共检测 24 份 ,

结果在 25.3 ～ 29.1 ℃。

2.3.3　照度检测　电池生产流水线上照度检测结果在50 ～

1 800 lx , 混合照明的岗位照度>300 lx , 符合国家标准。

2.4　职业病防护措施效果评价

2.4.1　作业分级　对超标的毒物和噪声进行分级 , 其中二氧

化锰所有点位均属Ⅳ级 (极度危害作业)。噪声属 Ⅰ级 (轻度

危害)的 12 个作业点 , 属 Ⅱ级 (中度危害)的 2 个点 , 属 Ⅲ

级 (高度危害)的 1 个点。高温指数分级属Ⅲ级的 20 份 , Ⅳ

级的 4 份。

2.4.2　职业病防护措施效果评价

2.4.2.1　防尘防毒　各车间主要利用自然通风。在石油沥青

烟岗位均安装局部吸排风装置 , 所有检测点均符合国家标准 ,

说明该企业目前采取的石油沥青烟防护措施是有效的。产生

粉尘和二氧化锰的岗位主要在准备车间的拌粉 、 筛粉 、 手工

投料等 , 无任何防尘设施 , 只为工人配备防尘口罩。车间粉

尘和二氧化锰浓度严重超标 , 说明所采取的防护措施效果不

好。配电液岗位工人作业时均佩戴长乳胶手套 、 口罩等 。

2.4.2.2　防噪声　本项目部分岗位的噪声强度超过国家标

准 , 在噪声控制上采取的措施不足。

2.4.2.3　防暑降温　高温出现在电池生产线的糊化 、 封口 、

清洗炭棒岗位 , 这些车间主要利用自然通风 , 封口岗位有局

部机械排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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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结论和建议

3.1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中 , 遵循了国家关于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的原则。

3.2　该技改项目的自动化程度比原有工艺有所提高 , 车间选

址和工艺设备布局基本合理 , 符合卫生学要求。

3.3　职业病防护措施

(1)防尘防毒 (MnO2):建议拌粉工艺采用自动进料 , 以

密闭性好的机器进行拌粉 , 加强工艺的自动化程度。对拌粉

机和筛粉机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可用吸风罩进行收集。加强车

间卫生管理 , 及时冲洗地面和墙壁 , 以防二次扬尘。(2)防噪

声:属高 、 中度危害的拌粉 、 筛粉车间应安装消声 、 吸声 、

隔声设施。 (3)防高温:建议在车间内安装一定数量的侧墙

轴流风机进行机械通风 , 排出产生的热气。 采取局部降温和

综合防暑措施 。 (4)防腐蚀和灼伤:配电液采用氯化锌等原

料 , 操作时必须使用防腐蚀的防护用品 , 同时配备冲淋 、 洗

眼设施。

3.4　建立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 建立健全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和健康监护制度。对已达标的项目和改善后生产

设施要定期检修 , 保证防护设施有效运行 , 生产设备出现故

障时 , 应及时排除;对工人进行职业卫生健康教育 , 实施岗

前培训 ,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 发现身体已受危害或有职业禁

忌证的工人应按规定及时调离岗位 , 及时发放个人防护用品;

对职业危害因素进行定期监测并公布监测结果 , 职业卫生资

料要归档;确保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的落实和使用。

某化学助剂厂二次加工加氢改质续建工程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valuation of the control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for a succeeded engineering of a chemical adjuvant factory

贺杰 , 姜殷
HE Jie , JIANG Yin

(黑龙江省卫生监督所 ,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 对某化学助剂厂二次

加氢改质续建工程生产装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职业病有害因素测试结果表明 , 该装置硫化氢 、 总烃 、 氨浓

度和噪声强度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综合评价 Ⅰ级 , 达到合

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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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扩建企业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目的是依据国

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 对工程项目设计所采取的有害因素防护

措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或卫生标准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

见 , 使企业投产后不仅得到显著的经济效益 , 同时也获得保

护工人身体健康的最佳环境效益 , 为卫生行政等有关部门对

企业建设项目职业卫生设施的竣工验收提供科学依据。

1　产品的工艺流程及职业病危害

工艺流程是以 ARGG 装置产劣质柴油 、 常减压装置油进

柴油加氢改质原料灌区 , 调和均匀 , 合格后的混合油在中压

条件下进行加氢改质反应 , 得酸性气 、 高低分气 、 石脑油 、

低凝柴油 、 加氢改质柴油和尾油。本装置生产过程中 , 将产

生总烃 、 噪声 、 硫化氢 、 氨气等职业病有害因素。

2　职业病有害因素的测试

收稿日期:2004-05-08;修回日期:2004-08-28

作者简介:贺杰 (1965—), 女 , 副主任医师。

按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以下简称 《评

价规范》)的规定 , 连续测试 3 d , 每天采样 2 次 , 每次采集

样品不少于 3 个 , 测试结果取其算数平均值。采样位置在工

人操作岗位或经常活动地区 , 毒物采样在呼吸带高度 , 噪声

采样在人耳高度。

2.1　毒物测试结果

在加氢改质装置各单元职工经常活动地区 (场所)共选

择了 9个测试点 , 测试了 3 种有害物质 , 采集样品 162 个 , 均

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 , 各作业点卫生评价单项指数均小于

1.0。样品合格率为 100%。见表 1。

表 1　加氢改质装置毒物测试结果

测试

地点
样品数 毒物

浓度 (mg/m3)

最高 最低 平均
单项指数

泵房Ⅰ 18 总烃 39.42 32.02 36.64 0.04
泵房Ⅱ 18 总烃 38.36 32.12 35.81 0.04
泵房Ⅲ 36 总烃 18.34 12.42 15.43 0.02
泵房Ⅳ 36 总烃 20.08 14.28 17.66 0.02
汽提泵房 18 总烃 19.32 12.02 15.67 0.02

18 氨 11.00 7.00 9.33 0.31
18 硫化氢 0.80 0.01 0.21 0.02

　　注:国家标准总烃1 000 mg/m3 , 氨 30 mg/m3 , 硫化氢 10 mg/m3。

2.2　噪声测试结果

在加氢改质装置各泵房共选择了 10 个测试点 , 采集 180

个数据 , 全部合格 , 噪声强度79～ 92 dB (国家标准为93 dB)。

2.3　综合评价

加氢改质装置各单元生产过程中 , 存在有害气体及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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