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满足吹砂工艺要求的基础上 , 尽量降低吹砂气枪气流

的气压 , 在喷砂机 、 吹砂气枪排气管处安装消声器 , 在包装

室 、 喷漆室墙上安装吸声结构 [ 1] 。

在单品涂装车间沿墙布置散热器 , 满足冬季采暖的需要;

增加吹砂室 、 包装室内防爆灯的数量 , 以增加照度。

应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职业卫

生培训 , 并对在岗人员每年进行培训;定期举行油漆 、 油品 、

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急性中毒的应急演练;对挂件工 、 吹砂

工 、 二次挂件工 、 打磨工进行粉尘项目的职业健康查体;对

本项目所有作业人员进行噪声项目的职业健康查体;烘干炉

旁应安装一氧化碳自动报警装置 , 并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

识 、 中文警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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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依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等相关规

范和标准 , 通过现场调查和检测对某热电联产工程项目职业

病危害进行评价。该项目燃料系统 、 锅炉系统 、 化学水系统 、

脱硫系统均存在不同种类 、 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等方面有待改善 , 特别是

除尘措施应进行改造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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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集团为适应发展 、 降低能耗 、 节约供热成本 、 提

高竞争力 , 决定新增 2套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项目 , 现

已经投入生产。我中心受该化工集团委托 , 对该集团热力车

间项目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 , 评价其职业

病危害程度及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的效果 , 提出合理 、

可行的防护对策。

1　内容与方法

1.1　评价内容

包括一般情况 、 生产工艺流程 、 原辅材料 , 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分布 、 防护设施设置 , 劳动者接触情况等。

1.2　评价方法

依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 、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等

规范和标准 ,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 , 结合定量分析法 , 对该项目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工程概况

该化工集团热电联产项目包括现有 3台 220 t/h循环流化

床锅炉 , 只能满足现有生产的需要 。而该化工集团已上马建

设乙烯原料和乙烯扩建两大工程项目 , 为满足新增工程用热 ,

决定新增 2套 410 t/h高温高压循环硫化床锅炉项目。项目主

要包括燃料系统 、 锅炉系统 、 化学水系统 、 脱硫系统。

该项目新增劳动定员 136人 , 其中管理人员 10人 , 其余

为生产操作人员。该项目工人采取巡检作业方式 , 五班三倒

制度。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通过对该集团热电项目的生产工艺流程 、 原辅材料的种

类及现场调查资料分析 , 确定燃料系统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主要有矽尘 (燃料煤 、 飞灰和炉渣的二氧化硅含量在 20%

～ 50%之间), 主要来源于卸煤 、 上煤 、 碎煤 、 筛煤及输煤过

程。锅炉系统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矽尘 、 二氧化硫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一氧化氮 、 二氧化氮 、 噪声 、 工频电

场及高温。矽尘来源于锅炉内添加的原料煤 , 锅炉烟气中含

有二氧化硫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一氧化氮及二氧化氮 ,

锅炉燃烧过程及蒸汽输送过程可产生高温 , 风机 、 空压机 、

泵类装置等设备运转过程可产生噪声 , 变配电设备运转过程

可产生工频电场。化学水系统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

盐酸 、 氢氧化钠 、 氨及噪声。该项目盐酸 、 氢氧化钠及氨的

加料过程均通过工人手动控制阀门用泵经管道将原料打入相

应容器中 , 故作业场所中盐酸 、 氢氧化钠 、 氨主要来自于相

关设备中上述物质的泄露及逸散 , 噪声来源于泵类装置的运

转过程。脱硫系统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二氧化硫 、

氨 、 亚硫酸铵 、 硫酸铵及噪声 , 其中二氧化硫为烟气成分 ,

氨为脱硫主要原料 , 亚硫酸铵为二氧化硫与氨反应的中间产

物 , 硫酸铵为脱硫产物 , 噪声来源于泵类装置的运转过程。

2.3　检测结果及分析

燃料系统现场检测结果显示输煤岗位矽尘 (呼尘)时间

加权平均浓度为 7.26 mg/m3 , 超过国家规定的接触限值;卸

煤和机车岗位的矽尘的超限倍数超过国家规定允许的最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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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倍数;输煤岗位工人接触的噪声声级未超过国家规定的职

业接触限值。锅炉系统除锅炉巡检岗位工人接触的噪声声级

为 93.4 dB(A), 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外 , 其它有

害化学因素未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水系统化

水岗位 、 脱硫系统脱硫岗位工人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的最高

浓度或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接触限值 , 接触

的噪声声级未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主要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见表 1 ～ 6。

表 1　燃料系统矽尘(呼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mg/m3

岗位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判定结果

输煤 7.26 0.7 超标　

卸煤 0.06 0.7 不超标

机车 0.07 0.7 不超标

表 2　燃料系统矽尘超限倍数统计结果

岗位 检测地点
短时间接触浓度

(mg/m3)

超限

倍数

最大超

限倍数

判定

结果

卸煤 斗轮堆取料机 (下车) 0.6 0.9 2 不超标

叶轮给煤机 (下车) 3.7 5.3 2 超标　

机车 螺旋卸车机 (上车) 5.7 8.1 2 超标　

表 3　锅炉系统化学有害因素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mg/m3

岗位 化学有害因素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判定结果

锅炉

巡检

矽尘　　 0.56 0.7 不超标

二氧化氮 <0.009 5 不超标

一氧化氮 <0.009 15 不超标

一氧化碳 0.2 20 不超标

二氧化碳 64.5 9 000 不超标

二氧化硫 <0.1 20 不超标

表 4　化学水系统化学物质最高浓度 (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mg/m3

岗位 检测地点 化学物质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判定结果

酸槽　 盐酸　　 <0.5 7.5 不超标

酸泵　 盐酸　　 <0.5 7.5 不超标

化水岗 碱槽 氢氧化钠 0.1 2 不超标

碱泵　 氢氧化钠 0.7 2 不超标

加药间 氨　　　 7.5 (TWA) 30 不超标

表 5　脱硫系统化学物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mg/m3

岗位 化学物质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判定结果

脱硫 氨　　　 <0.13 20 不超标

二氧化硫 <0.1 5 不超标

表 6　各系统工作场所噪声声级检测结果 dB(A)

单元 岗位 日接噪时间(h)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判定结果

燃料系统 输煤　 0.5 83.3 85 不超标

锅炉系统 锅炉　 2 93.4 85 超标　

电气　 0.5 83.5 85 不超标

化学水系统 化水岗 0.5 75.7 85 不超标

脱硫系统 脱硫岗 0.5 78.4 85 不超标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评价

该项目锅炉及燃料系统共设 11台通风机进行机械通风 ,

24台除尘器进行除尘。此外锅炉汽包安装 6套消音器 , 主汽

放空处设 6套消音器 , 除氧器排氧门安装 2套消音器 , 空压

机吹冷器安装 3套消音器。化学水处理站内加药间酸碱贮存

间 、 酸碱喷射器间各分析室均设全室性通风换气装置 , 各通

风柜均设机械局部排风系统 , 罩口风速平均为 0.6 m/s。

通过现场调查 , 该项目除尘器 、 风机及消音器均能正常

运转 , 可将工作场所空气中的部分化学有害因素排出室外及

降低噪声声级。锅炉系统 、 化学水系统 、 脱硫系统检测结果

均不超过国家职业卫生限值 , 但燃料系统存在多点粉尘超限

倍数超标 , 其相应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仍有待改善。

该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的有关

要求 , 按照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 的规定 , 并根据各岗

位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 为该项目各岗位配备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各岗位发放防护用品种类相同 ,

有防化学护目镜 、 防尘口罩等 。

2.5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分析与评价

该项目企业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根据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种类对该项目的 136名工人进行了内科常规检查 、 心电图 、

血常规 、 尿常规 、 肺功能 、 纯音听力 、 后前位 X射线高仟伏

胸片等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为上述工人均可继续从事原

岗位作业。

3　结论

该项目在总体布局 、 设备布局 、 建筑卫生学 、 职业卫生

管理等方面基本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相关法规 、 标准的要求。但职业

病危害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等方面仍有待

改善 , 特别是除尘措施应进行改造与完善 , 以提高除尘效果 ,

保证工人身体健康。

4　讨论

应改善热电联产工程项目输煤皮带导料槽的密封性 , 改

善碎煤机 、 筛煤机的密封性及其通风除尘设备的效果 , 以控

制矽尘逸散 , 增设清扫刮板防止回程皮带粘煤 , 从而减少作

业场所空气中矽尘浓度。

输煤岗 、 锅炉岗及电气岗均为噪声岗位;化水岗 、 脱硫

岗为非噪声岗位 , 但其经过的污水泵房 、 脱盐水泵房 、 循环

水泵房 、 氧化风机 、 排出泵 、 循环泵房 、 密封风机及泵组等

处均为噪声点 , 故应为上述岗位工人发放防噪声个人防护用

品以保护其身体健康 , 与相关报道一致 [ 1, 2] 。

进一步贯彻执行劳动用品相关制度 , 督促作业人员按要

求佩戴呼吸防护用品和降噪防护用品;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

管理 , 建立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公示制度 , 健全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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