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7　卫生辅助用室　依据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规定 , 主要生产间卫生学分级为 4级。该项

目根据生产工艺的特点和 GMP的要求 , 车间洁净区内设置三

级更衣室 , 在一级更衣室内配置个人存衣柜 , 各更衣室内均

有盥洗池及消毒设施;同时 , 车间内设有沐浴室。

3　结论

依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第

49号)的规定 , 该项目属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 拟采

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 从

职业卫生角度分析 , 该项目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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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经验法 、 类比法 、 检查表法和风险评估法对

新建某高档棕色瓶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结果该项目

为职业病危害严重建设项目 , 可能产生矽尘 、 白云石尘 、 沸

石粉尘 、 煤尘 、 其他粉尘 、 噪声 、 高温 、 热辐射和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焦炉逸散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选址和总体布局基

本合理 , 工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布局设计基本符合职业卫生

要求 , 生产工艺成熟 , 引进国外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但生

产区与居民区之间未设置足够宽度的卫生防护距离 , 该项目

在职业病防治方面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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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系国有中型一级企业 , 始建于 1970年 , 是国内规

模最大的药用玻璃瓶专业生产企业。本次预评价的拟建项目

为高档轻量薄壁棕色玻璃瓶 , 总投资 5 250万元 , 职业安全卫

生投资 380万元 , 定员 220人 , 预计年产高档棕色药用玻璃瓶

3.4亿只。受企业委托 , 按照卫生部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规范》 的要求 , 对该项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 旨在

预防控制本项目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 , 防止职业病发生 ,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 同时为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建设项目提供

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范围和内容

主要以高档棕色瓶项目及配套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

出的工程内容为准 , 评价范围包括配料车间 、 熔制车间 、 制

瓶机组 、 煤气站 、 空压站等。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选址 、 总体

布局 、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要求 、 职业病危害

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

施 、 辅助用室的基本卫生要求 、 应急救援措施 、 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 、 职业卫生管理 、 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等。

1.2　方法

根据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特点 , 选择原辅料相同 、 生产

设备相似 、 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规模相近似的同一公司高档

白色瓶生产线作为拟建项目的类比现场。采用经验法 、 类比

法 、 检查表法和风险评估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按卫生

部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规定的程序进行评价。

评价依据国家现行的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 标准规范和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基础性材料。

2　结果

2.1　高档棕色瓶项目的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煤气炉※煤气※净化

↑

原料入仓※称量混合※储存※窑头料仓※加料机※玻璃

熔窑※供料道※IS制瓶机组※退火炉※冷段输送※产品

检验包装※入库

2.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高档棕色瓶项目及配套系统 , 按照生产工艺 、 设备布局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情况可划分成配料车间 、 制瓶车间

(行列 、 检验机和熔窑)、 煤气站和动力部分四个评价单元进

行评价。

根据经验和对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分析以及对类比现场职

业卫生学调查 , 本拟建项目在生产过程和作业环境中可能产

生和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1)粉尘 , 矽尘 、 白云

石尘 、 沸石粉尘 、 煤尘和其他粉尘等;(2)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甲烷 、 二氧化硫 、 硫化氢 、 氮氧

化合物 、 焦炉逸散物 、 焦油 、 沥青 、 多环芳烃类 (如苯并 a

芘)以及柴油等;(3)物理因素 , 高温 、 热辐射和噪声 、 振

动 、 工频电场等。

根据该拟建项目的特点和类比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情况 ,

确定粉尘 、 一氧化碳 、 高温及热辐射 、 噪声为重点评价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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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危害因素。各评价单元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见

表 1。

表 1　高档棕色瓶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产生的部位

生产单元 职业病危害因素 存在部位或岗位

配料车间 矽尘 、 沸石粉尘 、 白云
石粉尘 、 其他粉尘
　
噪声 、 振动

石英沙料场 、 方解石料场 、 铲
车 、 混料机 、 运输皮带 、 投
料 、 配料 、 配小料
混料口 、 配料皮带机 、 电磁振
动机

主车间
(行列 、
检验机)

矽尘 、 其他粉尘 、 高温 、
红外辐射
一氧化碳 、 高温 、 红外
辐射 、 噪声

熔化
　
窑炉观察口 、 行列制瓶机 、 退
火炉 、 检验包装工序 、 热缩包
装机 、 检验室 、 玻璃熔窑 、 降
温风机

煤气站 煤尘 、 其他粉尘 、 一氧
化碳 、 硫化氢 、 甲烷 、
二氧化硫 、 焦炉逸散物 、
焦油 、 沥青 、 多环芳烃
类 、 高温 、 噪声 、 一氧
化碳

卸煤 、 贮煤 、 存煤 、 出煤灰 、
扒渣 、 炉前 、 炉底 、 水封 、 交
换器 、 钟罩阀 、 闸阀 、 司炉钎
孔 、 司炉操作间 、 蓄热室 、 煤
气值班室 、 煤气炉鼓风机

动力车间 柴油 、 工频电磁场
噪声 、 振动

变电站
真空泵 、 空气压缩机

2.3　职业病危害类比调查与分析

2.3.1　类比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测定　该拟建项目的

类比现场选择同一股份公司高档白色瓶生产线 , 该生产线的

原材料使用 、 生产工艺 、 产品及产量 、 工作制度与该项目情

况基本相似。工作场所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粉尘 、 噪声 、 一

氧化碳 、 高温 、 辐射热以及照度的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某药玻公司高档白色瓶生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数 合格数 　　范围

粉尘 TWA(mg/m3) 12 8 0.04～ 26.6

粉尘 STEL(mg/m3) 8 5 0.50～ 171.0

一氧化碳 (mg/m3) 6 5 5.75～ 42.6

噪声 [ dB(A)] 24 13 64.5～ 100.8

照度 (Lx) 13 10 　41～ 868

　　对常年高温作业场所窑炉加料口 、 激光接收器 、 窑炉测

温孔 、 行列制瓶机和退火窑岗位进行辐射热测定 , 其强度分

别为 2.74、 0.88、 0.47、 0.35和 0.32 kW/m2。

2.3.2　类比项目的健康监护和应急救援分析　对类比项目的

176名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发现 , 疑似尘肺样改变 2人 、 高

频听力损伤 52人。类比企业在厂区一氧化碳可能发生泄漏的

场所设置了一氧化碳浓度探测报警仪 , 装置区内设置防毒面

具和急救箱 , 供紧急事故抢救或逃生使用。 建立了急性职业

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完善各种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 , 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

2.4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2.4.1　防尘措施　原料储存拟采用半封闭式 , 原料进仓的倒

料口设置通风除尘装置 , 配料系统使用计算机管理和控制 ,

并力争实现连续化 、 自动化 、 机械化 , 从而减少扬尘点 , 防

止粉尘散发。配料车间 、 窑头料仓均设置通风除尘装置。 窑

炉采用裹入式加料机 , 能将配料裹入玻璃液中 , 加料口密封

性好 , 从而减少粉尘的飞扬。

2.4.2　防毒措施　煤气炉设备和管道密闭化 , 厂房内加强通

风 , 车间内装排风扇。在生产厂区一氧化碳可能发生泄漏的

场所拟设置一氧化碳浓度探测报警仪。建立 《山东药玻股份

有限公司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山东药玻股

份有限公司防止煤气中毒操作规程 》 等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 , 加强防毒管理措施 , 定期检修 、 维护保养 , 保持设备

的完好状态 , 防止有毒物质的跑 、 冒 、 漏。

2.4.3　防噪声措施　拟建项目设计时选用低噪声 、 性能好的

设备 , 并采用消声 、 隔声等措施 , 以降低噪声对操作者的损

害。噪声强度较大的设备应尽量与操作人员分开 , 配料车间

混料口 、 皮带机和震动筛与配料值班室 、 休息室和微机操作

室分开。动力站拟设在主车间西侧的单层厂房内 , 选用的空

压机拟作减震降噪处理。

2.4.4　防高温措施　熔制车间的高跨厂房部分设置散热天

窗 , 熔窑两侧外挑阳台 , 外墙安装落地式旋进风门 , 使其与

散热天窗在车间内形成有组织的自然通风排热 , 降低车间温

度。对玻璃熔窑采取全保温措施 , 这样可大大减少熔窑散热 ,

有效降低车间温度。对于温度较高的局部操作区 , 设置隔热

板和空气淋浴降温。

2.5　其他防护措施

加强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 , 分别为接触粉尘 、 毒

物 、 噪声 、 高温等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配备个人防

护用品 , 并通过 《山东药玻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病防治个人防

护用品管理制度》 督促实施执行。 建立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

成立以企业法人为主任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委员会加强本企

业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建立公司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

方案 、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管理制度 、 职业卫生培训制度 、 急

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 , 并积极组织实施和落实。 设 2名专职人员负责本

公司职业卫生工作。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和进行职工健康监护查体。

3　结论

本次对某公司高档棕色瓶项目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进行了识别 、 分析和预评价。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结

合类比项目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和有关资料分析 , 认为该拟建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符合当地规划。 选址和总体布局基

本合理 , 工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布局设计基本符合职业卫生

要求。拟建项目的生产工艺成熟 , 引进国外设备 , 自动化程

度较高。但拟建项目生产区和居民区之间未设置足够宽度的

卫生防护距离 , 食堂拟建地点不合理。

项目建成后可能产生矽尘 、 白云石尘 、 沸石粉尘 、 煤尘 、

其他粉尘 、 噪声 、 高温 、 热辐射和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焦炉

逸散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焦炉逸散物

是 《高毒物品目录》 中所列物质 , 一氧化碳 、 硫化氢可引起

急 、 慢性职业中毒 , 焦炉逸散物可导致肿瘤 , 均为可能产生

严重职业病危害的因素。 并且有害岗位 、 接害人员多 ,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属 “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在下一步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实施中切实落实好

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各项补充措施 , 按照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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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 法规 、 规章 、 标准和产业政策的要求 , 认真补充和实

施职业卫生的各项防护对策 , 并在项目建成后加强管理 , 该

项目在职业病防治方面是可行的。

4　建议

4.1　此拟建项目为 “职业病危害严重” 建设项目 , 建议其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设计应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 , 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后方可施工。

4.2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 ,

建议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中 , 根据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

录》 和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专篇编制规范》 的要求详细编写

职业卫生专篇。

4.3　建议工程按照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有关规定的要

求 , 将包括食堂在内的生活区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

的下风侧区域。

4.4　建议在拟建项目中重点对混料 、 配料 、 运料和投料岗位

严格密闭尘源 , 设置行之有效的通风除尘设施 , 必要时对整

个接触粉尘作业岗位设置操作室 、 休息室 , 以减少接尘时间。

4.5　建议对特殊作业 (如装卸工 、 大修作业等)的临时工 ,

进行上岗前培训 , 使其充分了解防治职业病和预防职业中毒

的基本知识 , 避免意外事故和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

4.6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职业病危害作业场所进行定期检测及评价 , 检测评

价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 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并向职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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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己内酰胺改扩建工程职业病危害调查与预评价
Investigationandpre-assessmentonoccupationalhazardsinareconstructedand

extendedprojectforcaprolactamproduction

李国宏

LIGuo-hong

(巴陵石化职业病防治所 , 湖南 岳阳　414014)

　　摘要:采用类比法 、 经验法 , 对某己内酰胺改扩建工程

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为苯 、 氨 、 发烟硫酸 、 烧碱 、 双氧水 、 氨水 、 重芳烃 、 碳酸

钾 、 环己酮 、 甲苯 、 正己烷 、 己内酰胺 、 己内酰胺粉尘 、 噪

声 、 高温 、 热辐射等。预测拟建装置中毒物 、 粉尘 、 噪声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选址 、 竖向布置 、 生产工艺 、 设备布

局 、 建筑及职业卫生管理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 其他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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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市场 , 某企业将采用我国自主开发的环己酮肟

重排组合技术 , 与现有能力为 6.5万t/年的甲苯法联合生产己

内酰胺 , 使产量在改扩建后达到 16万 t/年。为了确定其职业

病防治方面的可行性 , 提供必要的防护对策 , 我们进行了职

业病危害调查与预评价。

1　内容和方法

1.1　内容

拟建企业和类比企业职业卫生现况调查及拟建项目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评价范围包括:新建双氧水(13)单元 、环己酮

氨肟化(14)单元 ,改扩建酰胺化(04)单元 、组合工艺 、己内酰胺

精制(06、 07)单元和己内酰胺结片包装(66)单元。

1.2　方法

采用类比法和经验法。评价的主要依据为 《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 [ 2006] 第 49号 , 《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卫法监发 [ 2002] 63号 , 《高毒

物品目录》 卫法监发 [ 2003] 第 14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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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

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 2007), 《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 2007),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技术导则 》(GBZ/T196— 2007)。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单元

按新改扩建单元进行划分。选择南方另一己内酰胺生产企业

(类比企业)的双氧水 、 环己酮氨肟化装置和某企业 (自身)

的六氢苯甲酸酰胺化 、 己内酰胺精制 、 己内酰胺造粒包装装

置作为类比。

2　结果

2.1　项目概况

该项目建于某企业厂区内 , 依托现有装置和设施 , 属于

技术改造和扩建建设项目 , 投资估算为 39 986万元;项目由上

述五个单元组成。

2.2　拟建企业职业卫生现况

设置了职业卫生机构和专 (兼)职人员 , 制定了职业卫

生制度 , 编发了职业病防治手册 , 开展了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防护措施:生产

密闭 、 自动 、 管道化 , 装置框架结构 , DCS控制 , 备有可燃 、

有毒气体监测报警仪 , 空气呼吸器 , 有消声器 、 罩 , 隔声室 、

护耳器 , 安装了空调 , 配备了防毒 、 防尘 、 防酸的一系列用

品 , 有冲淋设施 , 备有酸碱中和液。制定了 《化学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 每年演练 2次。现采用甲苯法生产己内酰胺的能

力为 6.5万 t/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甲苯 、 苯甲酸 、 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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