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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建设项目化学品危害控制措施的评价工作探索

一种科学 、 实用 、 便捷的方法 , 通过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

术在塑料加工工序 、 锂电池生产部分产尘工序和汽车零部件

加工工序中的应用 , 表明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方法科学 、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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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

际劳工组织 (ILO)、 国际化学品安全署 (IPCS)等机构从

1988年以来研究的成果 , 在不断实践中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

同 , 德国 、 法国等国家正在积极倡导该方法在化学品管理领

域的应用。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是针对化学品管理的有

效方法 , 根据化学品的特性 、 毒性 、 用量和工作要求 , 提出

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控制指南。这些指南集科学性 、 实用性和

操作性于一体 , 特别适用于中小企业化学品管理 [ 1] 。本文通

过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在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中的应用 ,

为评价工作中提出危害控制措施的依据提供思路。

1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步骤

1.1　收集所使用的化学品的名称 , 充分识别其中的危害成

分 , 收集危害化学品储存 、 运输和加工过程的用量。用量是

指要确定处理一批 (或在一天内连续操作)固态或液态物质

的量 , 以少量 、 中量和大量表示。

1.2　查找有害化学品危害水平分类和危险性分类。 在供应

商提供的产品标签或物质安全数据清单上查找化学品的危险

度术语 (R术语 , Riskphrases), 通过 R术语判断危害水

平 , 按 A、 B、 C、 D、 E、 S分类。危险性分类包括化学品成

为气溶胶的能力 (扬尘性和挥发性)和化学品的用量两个因

素 。挥发性根据化学品的沸点分为高度挥发 、 中度挥发和低

度挥发 , 扬尘性根据颗粒性状和在空气中的停留时间分为

高 、 中 、 低扬尘性。

1.3　根据化学品的危害水平和危险性分类 , 确定在使用或处

理某化学品的工艺过程中可能发生危险暴露的必须采用的预

防控制措施。控制方法 1、 2、 3、 4分别代表一般通风 、 工程

控制 、 密闭和特殊情况。

2　方法应用实例

2.1　应用一　某塑料加工企业的部分工序 , 应用危害化学品

分类控制技术对存在的苯乙烯提出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 , 同

时对类比作业场所空气进行苯乙烯的检测评价。 结果显示 ,

根据苯乙烯的 R术语 、 挥发性和用量 , 不同用量的搅拌和加

料工序过程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是不同的 , 搅拌须采取密闭

措施 , 加料须采用工程控制措施 (见表 1)。

表 1　塑料加工企业搅拌和加料工序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

化学品

名称
工序

有害

因素

危害水

平分类

(R术语)
挥发性 用量

必须采取的

控制措施

聚苯乙

烯树脂
搅拌 苯乙烯

B类
(R10-20-
36/38)

中度
大量

(以吨计)
密闭

聚苯乙

烯树脂
加料 苯乙烯

B类
(R10-20-
36/38)

中度
中量

(以桶计)
工程控制

2.2　应用二　某锂电池生产企业的部分工序 , 应用化学品危

害分类控制技术对粉尘作业提出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结果

显示 , 电池生产钴酸锂 、 石墨和碳黑三种原料用量均为中量 ,

由于 R术语和扬尘性的不同 , 判定必须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

钴酸锂投料须采取密闭措施;石墨投料采取工程控制;碳黑

危害水平低 , 具有高度扬尘性 , 必须采取工程控制措施。见

表 2。

表 2　锂电池生产企业的部分粉尘作业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

化学品

名称
工序 有害因素

危害水

平分类

(R术语)
扬尘性

用量

(以 kg计)
必须采取的

控制措施

钴酸锂 投料
钴酸锂

粉尘

C类
(R40-36 /
37-43)

中度 中量 密闭

石墨 投料 石墨尘
B类

(R20-36)
中度 中量 工程控制

碳黑 称量 碳黑尘 A类 高度 中量 工程控制

2.3　应用三　某汽车空调零部件加工企业的部分有害因素有

煤油 、 硼酸三甲酯 、 乙醇和二氯氟乙烷 , 这些因素在国内尚

无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值 [ 2] , 应用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

对 4种化学品提出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 结果显示 , 煤油 、

硼酸三甲酯 、 乙醇和二氯氟乙烷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分别为

保护皮肤和眼睛 , 选择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 一般通风和工程

控制。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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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汽车空调零部件加工企业清洗 、 焊接 、

测试作业必须采取的措施

化学品
名称

工序
有害
因素

危害水
平分类
(R术语)

扬尘性或
挥发性

用量
必须采取的
控制措施

煤油
部件
清洗

煤油
S类
(R65) 低度

中量
(以 kg计)

保护皮肤和眼
睛 ,选择使用个
人防护用品

焊接
助剂

焊接
硼酸
三甲酯

B类
(R10-21) 中度

小量
(以瓶计)　一般通风

乙醇 测试 乙醇
A类
(R11)

中度
中量

(以 L计)
　一般通风

二氯氟
乙烷

部件
清洗

二氯氟
乙烷

A类
(R52/53)

高度
中量

(以 L计)
　工程控制

3　讨论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开展以来 , 评价人员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借鉴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方法 [ 3 ～ 5] , 以探索

一套适合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的评价体系。国际倡导的化学

品的分类控制技术综合了有害化学品的危害水平分类 (R术

语)、 挥发性 (扬尘性)和用量三个因素。 R术语可判断化学

品侵入人体途径 、 对人体的主要危害 , 挥发性 (扬尘性)和

用量可判定接触机会 , 三者充分考虑了化学品对人体危害的 3

个取决因素 , 作为判定必须采取控制措施的权重非常合理。

我们将其应用在预评价中 , 为充实评价方法的探索提供思路。

分类控制原理的应用表明 , 同一化学品用量不同的工序 ,

不同化学品而用量相同的工序 , 所提出相应控制措施的级别

是不同的。塑料加工工序中因苯乙烯的用量不同 , 在搅拌岗

位必须采取密闭措施 , 而加料岗位采取工程控制即可。尽管

石墨尘比碳黑尘危害水平高 , 但因碳黑的扬尘性高于石墨 ,

在用量相同的情况下 , 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均为工程控制。

国内尚无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值的化学品如煤油等 , 在不适

用于传统方法的情况下 , 仅有化学品名称和用量资料 , 即可

使用分类控制方法 , 根据危害水平分类 、 挥发性 (扬尘性)

和用量三者提出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

技术方法直接 , 避免了类推偏差 , 可为预评价工作中提出控

制措施提供较好的依据 , 具有科学性和操作简便的特点。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特别适用于工艺简单 、 化学品

品种不多的中小企业。该技术开发之初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

化学品管理的困难 , 指导企业建立有效的 、 预防性的化学品

管理模式。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为化学品从采购到加工

处置过程的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 应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亦为中小企业化学品管理提供较好的防护指南。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客观上是实践经验的累积 , 应

建立在充分识别化学品危害的基础上 , 不能取代传统的评价

方法 , 部分中小企业使用的化学品标识不明 , 无法识别有害

因素 , 可与检测手段结合运用 , 以弥补分类控制方法的不足。

有害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不适用于物理因素 , 亦未考虑作业

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 应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 还有待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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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加工用人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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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我市 70家石棉加工企业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

管理 , 无一家达到 A级标准 , C级 29家 , D级 40家 , 对 C、

D级企业实行职业卫生干预措施。本次调查表明 , 我市石棉

加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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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加工是我市重点职业危害行业之一 , 我市石棉加工

已有 40多年历史 , 现已申报的石棉加工企业 70家。 2005年 ,

石棉加工车间粉尘浓度监测 276个点 , 合格 20个点 , 合格率

7.25%, 最高浓度为 129.7 mg/m3 , 超过国家标准 85倍;接

尘劳动者体检 975人 , 体检异常 240人 , 异常率 24.6%, 其

中疑似石棉尘肺 5人。 《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以来 , 对石棉加

工用人单位进行了多次的专项整治 , 但收效甚微。今年借鉴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经验 , 对石棉加工用人单位进

行量化分级管理 , 量化分级的目的在于将有限的卫生资源

(包括监督与服务)用于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 即要抓重点

行业 、 重点危害。通过一年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现将

实施过程及体会阐述如下。

1　实施过程

1.1　制定方案

制定石棉加工用人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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