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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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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激光辐射的职业接触限值做出了要

求，同时，《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4 部分: 激光辐射》
( GBZ /T189. 4—2007) 中对激光辐射的测量仪器、测量方法

等内容也给出了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依照《工作场所物

理因素测量 第 4 部分: 激光辐射》的要求选择测量仪器存在

一定的困难，使得很多检测及评价机构对工作场所激光辐射

的测量及评价望尘莫及。但伴随着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很

多企业的生产线上均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激光辐射，这些不同

程度的激光辐射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工人的健康。寻找一种合

理评价激光辐射强度的方法迫在眉睫，本文即引用我国激光

辐射的职业接触限值，采用美国 ACGIH 中提到的激光辐射强

度的计算方法，评价激光辐射强度是否超过国家标准要求。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某建设单位利用激光全息技术对研制产品进行检测。该

激光发射器为 He-Ne 激光发射器，发射光谱波长 632. 8 nm，

发射功率 70 mW，激光束直径 2 mm，危险等级为 3B。
1. 2 方法

1. 2. 1 职业接触限值的引用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中有关激光辐射的职业接触限

值规定如下: 8 h 眼直视激光束的职业接触限值，对于波长

400 ～ 700 nm 的可见光，接触时间 1. 2 × 10 －5 ～ 10 s，照射量

不得超过 2. 5t3 /4 × 10 －3 J /cm2 ( 其中，t 为照射时间) ; 8 h 激

光照射皮肤的职业接触限值，对于波长 400 ～ 1 400 nm 的可见

光及红 外 线，接 触 时 间 1 × 10 －7 ～ 10 s，照 射 量 不 得 超 过

1. 1CA t
1 /4 J /cm2 ( 其中，CA 为校正因子) 。

1. 2. 2 职业接触限值的确定 本案试验员眼睛持续接触激光

的时间以眨眼 0. 055 s 计，可以得出，8 h 眼直视激光束的职

业接触限值为 2. 84 × 10 －4 J /cm2 ; 试验员皮肤持续接触激光的

时间以 1 s 计，对于波长 400 ～ 700 nm 之间的激光，校正因子

CA = 1，8 h 激光照射皮肤的职业接触限值为 1. 1 J /cm2。
1. 2. 3 辐 照 量 的 计 算 方 法 美 国 政 府 工 业 卫 生 师 协 会

(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Hygienists，ACGIH)

中提到，通常不需要测定激光的辐照度或辐照量来和 TLVs
( threshold limit values，阈限值) 比较，接触激光的潜在危害

可通过运用与激光危害级别相应的控制措施减到最小。同时

指出，为了与 TLVs 比较，定义了与光谱波长和持续接触时间

相关的限制孔径 ( limiting apertures) ，激光束的辐照度或辐照

量可用激光束功率除以限制孔径的面积来计算［1］。
2 结果

本案激光器的发射光谱波长 632. 8 nm，发射功率 70 mW，

试验员眼睛持续接触激光的时间以正常人眨眼间隙 0. 055 s［2］

计，由 ACGIH 激光 TLVs 相应的激光束限制孔径可得，眼睛

对应的限制孔径为 7 mm，8 h 眼直视激光束的职业接触值:

辐照度 = 发射功率 /限制孔径面积 = 4. 55 × 10 －2 W/cm2

辐照量 = 辐照度 × 接触时间 = 1. 14 × 10 －2 J /cm2

试验员皮肤持续接触激光的时间以 1 s 计，由 ACGIH 激

光 TLVs 相应的激光束限制孔径可得，皮肤对应的限制孔径为

3. 5 mm，8 h 激光照射皮肤的职业接触值:

辐照度 = 发射功率 /限制孔径面积 = 1. 82 × 10 －1 W/cm2

辐照量 = 辐照度 × 接触时间 = 1. 82 × 10 －1 J /cm2

本案试验员进行激光试验时，其眼睛可能直接接触激光

束时的辐照量超出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约 40 倍，皮肤可能直接

接触激光束时的辐照量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3 讨论

本案涉及的激光器在安全防护等级上属于 3 级激光器，

该类激光直射入眼睛时会损伤眼睛，眨眼反应不足以防护，

可能损伤视网膜，并有可能波及角膜和晶状体等［3］。该激光

器为中功率激光器，但其漫反射的激光一般危害较小，这类

激光短暂照射不足以损伤皮肤。可以通过以下安全防护措施

达到防护目的: ( 1) 管理措施防护方面，应对操作人员进行

安全防护教育和防护训练，使其了解激光的危险及应急处理

方法; 在激光工作场所显要位置张贴“激光危险”的警示标

识。( 2) 设备技术防护方面，激光器或激光系统必须加装防

护罩和触发连锁装置，在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之前不能

触发激光束。 ( 3) 个体防护措施方面，工作人员应穿反射较

强的白色工作服，根据激光的波长，选用对应的防护眼镜，

镜上应标明防护波长的光学密度，防护眼镜要带边罩，并定

期检查防护镜片的损伤、老化情况，定期更新。 ( 4) 室内装

饰防护方面，要防止无意的镜面反射，在激光照射到的地方，

应使用漫反射材料和吸收材料; 激光实验室的天花板宜采用

较暗色调和吸光材料，地面可铺深色不反光的橡皮或地板，

工作台面尽量避免因过度光滑而反光; 同时，激光束的照射

路径不应与人体站立或坐位时的眼睛处于同一水平; 门和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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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负荷过重，长期站立，动作较单一，被迫体位的工作姿

势每天持续 3 ～ 4 h，处理重物等都易发生慢性疲劳症，36 名

被调查者有 7 例 ( 19. 44% ) 引起了腰背、肌肉关节损伤、下

肢静脉曲张、慢性腰腿痛等［4］，这些比例远远高于正常人群

的患病率。
3 防护对策

3. 1 提高防护意识

要加强职业安全教育，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对供应室人

员开展职业教育，要求人人掌握消毒隔离知识及技能，掌握

各种消毒液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制订规范的工作流

程和操作规程，如消毒隔离制度、监测制度、仪器与设备管

理制度、职业防护及质量控制过程的记录与追溯等制度，要

求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3. 2 物理性危害防护

熟练掌握各种锐利器械的操作技术，不直接用手对尖锐

物进行清点、清洗，减少刺伤皮肤的机会。高压蒸气灭菌器

应由培训合格的消毒员负责，熟练掌握操作规程; 高压蒸气

灭菌锅要定期维修，保持良好性能。灭菌完毕拿取无菌物品

时，戴好防护手套，防止烫伤和划伤。
3. 3 化学性危害防护

医院供应室人员要掌握消毒液的正确配制，接触消毒剂

时须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环氧乙烷消毒剂要设专人负

责管理，定期进行维修保养，加强通风，降低空气中消毒剂

的浓度，减少对呼吸道及皮肤的损伤。
3. 4 噪声的控制和减轻疲劳

供应室内机器多，工作时噪声大，应对所有的机器做好

保养和维修，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区工作时应戴耳塞，进出各

工作间应随手关门［5］。为减少疲劳的发生，在推车、搬重物

等较重体力操作时，要注意应用力学原理，科学用力，严防

过急过快，以免造成机体的疲劳和损伤。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不断改善工作条件。工作之余可听音乐，做一些放松运动，

如扩胸、伸展、转颈、伸腰等，以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身心，

尽快消除疲劳。
3. 5 其他职业防护及注意事项

处理尖锐物品时特别小心，尽可能应用不接触技术，借

用器械拿取，避免接触传染物质。接触高温作业设备时，应

穿戴防护前臂和手的长袖手套，避免烫伤。污染区设立良好

的通风系统，利于排除有害气体。在使用紫外线灯和臭氧空

气机消毒时，禁止人员进入室内，避免人体的皮肤和眼睛直

接暴露在紫外线灯光下。消毒后，通风换气 30 min 后方可进

入［6］。一旦环境中沾染感染污物，应立即清理和排除。运送

污染物品时，应采取封闭方式，防止污染扩散。对废物的分

类处理，一定要严格执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不可随意丢

弃。一次性医疗用品不得重复使用。医院供应室人员应每年

定期体检，接受甲肝、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等［7］。
4 小结

在健康护理事业发展的今天，随着高科技仪器设备的

广泛应用，将带来新的职业危险因素，医院供应室人员职

业暴露是一项长期的不容忽视的工作［8］。医院供应室工作

具有高危 险 性，供 应 室 人 员 应 充 分 认 识 职 业 暴 露 的 危 害

性，树立自我防范意识，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同时加强

安全保护措施的管理，使伤害降到最低，以保护工作人员

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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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也不能用明亮反光材料; 室内要有良好的照明，避免因

光线过暗瞳孔处于放大状态。 ( 5)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激光

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重点是对眼睛进行检查，

如有眼疾患、皮肤病等应列为职业禁忌证［4］。
在对激光辐照度和辐照量进行评价时，应用美国 ACGIH

中所提出的方法进行计算是可行的，应用该方法可以在建设

项目预评价阶段对激光辐射可能对人员产生的危害进行定量

评估、判定其危害程度，为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对激光辐射的

防护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要求。
对于激光辐射在项目控制效果阶段的评价，则需要通过

相关的检测设备对其辐照度或辐照量进行现场检测，确保人

员接触水平低于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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