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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职业卫生检测 、 职业健

康监护等方法收集的数据和资料 , 对某垃圾发电厂建设项目

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该新建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一

般的建设项目 , 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措施可行 、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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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建成投产到今天已近 20年。期

间 , 中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 规模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 1] 。但

是针对这一行业进行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却不是很多。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 遵循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方针 ,

本文对某新建垃圾发电厂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前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 , 为同类行业的投产及职业病危害防护和职业卫

生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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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有害因素》 (GBZ2.1—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GBZ2.2— 2007)、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 (GBZ/T197— 2007)等职业卫

生法律 、 法规 、 标准和规范进行评价。

1.2　评价内容

包括总体布局及设备布局的合理性 , 建筑卫生学 , 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 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程度 , 职业病危害

防护设施及效果 , 辅助用室 ,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职业健康监护 ,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落实情况等。

1.3　评价方法

根据该项目职业病危害的特点 , 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职业卫生检测 、 职业健康检查等方法收集数据和资料 , 对试

运行 9个月后作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 、 职业健

康影响等进行分析评价。

1.4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的要求 , 于正常生产时在有代表性的采样

点采样 , 连续检测 3 d。

1.5　职业健康监护

根据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

范》 (GBZ188— 2007)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2　结果与评价

2.1　某新建垃圾发电厂建设项目一般情况

该厂总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1 000 t, 本项目为一

期工程 , 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 t, 配置 2台 300 t/d

的逆推往复式三驱动机械炉排炉 , 2台 27.8 t/h余热锅炉 , 1

台 12MW汽轮发电机组 。企业总用地面积 93.38亩 , 总投资

2.79亿元人民币。 根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

法》 等法规综合分析 , 该项目属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2　生产工艺流程

垃圾进厂经称重系统计量后卸至垃圾储存库堆放 5 ～ 7 d

后送入给料装置 , 经给料装置将垃圾推至炉排炉 , 垃圾在该

炉内进行充分燃烧后 , 所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余热锅炉 , 经

热交换后产生的中温中压蒸气送入汽轮机进行发电 , 高温烟

气降温后经烟气净化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 , 收集的飞灰经水

泥固化后卫生填埋;焚烧炉焚烧后产生的炉渣由出渣系统排

出 , 该炉渣可直接填埋 , 也可进行综合利用 (如制砖等)。生

产工艺流程见图 1。

2.3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通过对生产工艺过程的分析及现场调查确定了 9个生产

单元 , 各单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1。

表 1　各生产单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生产单元 职业病危害因素

垃圾接受与贮存系统 氨 、 硫化氢 、 细菌、 病毒 、 寄生虫等

垃圾焚烧系统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二氧化硫 、 氮氧化
物 、 甲苯 、 氯乙烯、 氯化氢 、 二 英 、 高温

余热锅炉系统 噪声 、 高温

灰渣处理系统 其他粉尘 、 噪声

烟气净化系统 其他粉尘 、 噪声

化学水处理系统 氢氧化钠 、 盐酸 、氨 、 磷酸盐 、 噪声

汽轮发电系统 噪声 、 振动 、 高温

公用工程及辅助生产
系统

噪声 、 工频电场
　

维修与清理系统 其他粉尘 、 电焊烟尘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
碳 、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硫 、 氯化氢 、 甲苯 、
氯乙烯 、 二 英 、 金属烟雾 、 臭氧 、 氨 、 硫
化氢 、 噪声 、 紫外辐射

2.4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及评价

2.4.1　粉尘浓度评价　工作场所粉尘样品的检测浓度均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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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卸料平台　②垃圾贮坑　③吊车操作室　④吊车　⑤喂料斗　⑥进料推进器　⑦一次风机　⑧焚烧炉排　⑨二次风机　 10余热锅炉

 11喷钙脱硫脱酸　 12石灰浆贮槽　 13活性炭贮仓　 14布袋除尘器　 15引风机　 16发电机　 17汽轮机　 18炉渣仓　 19捞渣机　 20炉灰

 21飞灰收集仓　 22飞灰固化车间　 23烟囱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表 2　工作场所粉尘测定结果及评价 (TWA) mg/m3

测定地点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灰渣处理作业区 2.75 2.60 3.26

烟气净化作业区 3.99 3.81 4.46

2.4.2　毒物评价　表 3可见 , 该项目各检测岗位化学毒物的

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2.4.3　噪声评价　检测结果显示 , 所测岗位噪声强度均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表 4)。

表 3　作业场所化学毒物浓度检测结果及评价 mg/m3

毒物名称 采样地点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MAC STEL TWA MAC STEL TWA MAC STEL TWA

二氧化氮 垃圾焚烧作业区 — 0.03～ 0.09 0.04 — 0.02 ～ 0.12 0.05 — 0.02 ～ 0.07 0.04

二氧化硫 垃圾焚烧作业区 — 1.58～ 2.30 1.84 — 1.63 ～ 2.79 2.06 — 1.58 ～ 2.55 1.94

盐酸 化学水处理作业区 1.13 ～ 1.23 — — 1.08 ～ 1.18 — — 0.97～ 1.13 — —

氯化氢 垃圾焚烧作业区 1.08 ～ 1.34 — — 0.97 ～ 1.29 — — 1.02～ 1.34 — —

氨 垃圾卸料作业区 — 0.63～ 4.54 1.44 — 6.22 ～ 26.39 14.04 — 8.04 ～ 22.86 17.11

污水清理作业区 — 7.74 ～ 17.81 14.05 — 0.63 ～ 1.10 0.83 — 0.87 ～ 1.34 0.96

硫化氢 垃圾卸料作业区 0.45 — — 0.45 — — 0.45 — —

污水清理作业区 0.45 — — 0.45 — — 0.45 — —

甲苯 垃圾焚烧作业区 — <0.034 <0.034 — <0.034 ～ 0.084 <0.034 — <0.034 <0.034

氯乙烯 垃圾焚烧作业区 — <0.4 <0.4 — <0.04 <0.4 — <0.4 <0.4

一氧化碳 垃圾焚烧作业区 — 1.25～ 2.50 1.44 — 1.25 ～ 2.50 1.44 — 1.25 ～ 2.50 1.72

2.5　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与评价

选择有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承担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

确定的职业健康检查对象 、 项目和复查项目均符合 《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 的要求。此次共体检 62人 , 未发现职业禁

忌证和职业病病人 , 但发现部分劳动者存在血尿常规和肝功

能异常以及脂肪肝 、 肾结石 、 脾肿大 、 肝肿大 、 高血压 、 电

测听异常等。其中 B超检出异常率最高 , 为 38.7%。接触噪

声的汽机操作员中有 1人双耳高频听力下降 , 脱离噪声环境

一周后复查结果正常 , 仍从事原工作。

2.6　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调查与评价

本项目厂址所在地为非自然疫源地 , 附近无居民区 、 学

校 、 医院和其他人口密集的被保护对象 , 与其他工业企业无

不同职业危害因素的交叉污染 , 平面布局基本做到功能分区

明确 , 厂前区和生活区布置在当地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

项目选址与总平面布置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规定。

本项目采用的生产工艺先进成熟 , 技术路线合理可行 ,

工艺选择 、 设备选择 、 自动化程度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2.7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调查与评价

(1)防毒通风设施:垃圾储存库设有 2台引风机 , 污水

站设有负压除臭风机 , 将收集的气体引入锅炉燃烧;(2)防

尘设施:设有布袋除尘器 (除尘效果 99.99%);(3)防噪声

措施:运转设备车间安装有隔音门;(4)防高温措施:办公

室 、 控制室均安装有空调 , 高温季节调整室外工作时间;(5)

防工频电磁场措施:在电气设备集中的房间铺设绝缘橡胶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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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外壳采用金属屏蔽。

通过现场调查检测 , 各类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装置完好 ,

运行良好 , 并有相应的维护和培训记录 , 基本符合 《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表 4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及评价 dB(A)

测定地点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接触时间 (h)

化水处理间 76.9 79.6 76.2 2

化学控制室 64.7 63.7 59.5 6

给水泵 88.6 88.4 89.4 1

疏水区 86.2 86.1 85.7 1

凝汽器 86.5 86.5 86.0 1

油泵房 91.5 92.4 90.8 1

汽轮发电机组 87.2 88.5 86.3 1

中央控制室 56.8 57.2 57.0 5

焚烧炉作业区 81.4 80.5 83.6 3

污水处理间 79.7 76.3 77.7 2

污水操作室 63.0 66.0 67.3 6

取水泵房 77.6 77.1 78.4 0.5

循环水泵房 88.5 89.1 89.0 0.5

2.8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调查与评价

企业建立了防护用品使用等相关管理制度 , 使个人防护

用品质量 、 数量有保障 , 个人防护用品的配置方式 、 地点符

合公司职业病危害特点 , 能够满足企业日常工作的需要 , 且

员工培训工作到位 , 能够做到自觉使用 ,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2.9　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调查与评价

厂区建筑设计结构为框架结构 , 采用自然采光和人工采光

相结合的方式。主厂房区域及综合楼内除一般照明外 , 还设置

有应急照明及疏散照明。该项目设置有食堂 、浴室 、厕所 、休息

室等辅助卫生设施 , 上述建筑物卫生学及辅助用室卫生基本符

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02)的要求。

2.10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调查与评价

企业依照 《职业病防治法》 的相关要求 , 成立了专门的

管理组织和部门 , 配备职业卫生专业人员 , 并制订一系列的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 实施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

保证职业病防治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本项目本着 “先进 、 成熟 、 适合 ” 的原则 , 采用机 、 炉 、

电集中控制的方式 , 生产工人只需定时进行巡检。因此 , 职

业病危害因素造成的损伤主要存在于劳动者巡视 、 人工操作

(或辅助操作)过程中。

通过以上综合分析认为 , 本建设项目在建设和试运行过

程中 , 遵循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的法律 、 法

规 、 标准 , 能按照要求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 因此 ,

此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结论为合格。

3.2　建议

(1)定期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工

作场所空气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 (强度)的全面检测与评

价。 (2)确保操作工人上岗前 、 在岗期间与离岗时到有资质

的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及时发现职业健

康隐患。 (3)逐步提高应急救援的整体水平 , 特别是在突发

职业中毒 (如硫化氢等)事故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4)按照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 2003)的规定 ,

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警告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设置;对

可能扬尘的地方设置地面水力清洗设施 , 保持环境清洁;垃

圾卸料平台应保持全面自然通风 , 防止外逸的异味气体聚集。

(5)加强对外包 (外协)单位务工人员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的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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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华北煤炭医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医事文秘方向)

硕士研究生研修班招生简章

　　华北煤炭医学院是全国唯一开办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医事文秘方向)本科 、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院校 , 具有多年的硕士研究

生教育和举办硕士研究生课程研修班的经验。本期招生要求如下:

一 、 招生对象及条件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 , 毕业及获得学位两年以上 , 从事与医药卫生工作有关的文书 、 秘书及管理人员等。

二 、 入学及培训形式

学员免试入学 , 研修班采用自学与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授课时间另行通知。学习时间为一年 (2010年 6月— 2011

年 6月)。

三 、 研修班所学课程

科学社会主义 、 自然辩证法 、 英语 、 卫生统计学 、 管理学基础 、 组织行为学 、 卫生经济学 、 卫生事业管理学 、 社会医学与

卫生服务研究 、 计算机在管理中的运用 、 社会调查方法与写作 、 卫生领导科学 、 医事文秘写作 、 秘书学专题 、 公文管理与写作。

四 、 学员待遇

修完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者发给经河北省学位办备案的 《硕士研究生课程研修班结业证书》;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规

定者 (三年内学位英语考试及卫生管理综合考试合格), 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后 , 可申请办理硕士学位有关事宜。

报名截止 2010 年 5 月 15 日 , 具体事宜请与华北煤炭医学院医事文秘学科李萍联系。 联系电话:0315-2833941,

13731553626, 通讯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南路 57号 , 邮编:063000, E-mal:rubys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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