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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valuation of control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a electronic waste dispos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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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检测、职业健康检查

等方法对某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进行职业危害评价。该企业

的选址与总体布局、生产设备布局、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

使用的防护用品、职业卫生管理、卫生辅助设置等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生产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粉尘、毒物、噪声、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部

分作业场所噪声危害较大。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可

行、有效，但部分作业场所仍需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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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总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6 667 m2。主要

处理电子类废弃物及其衍生废弃物5 000 t /年、废线路板及覆

铜板边角料1 400 t /年、处理废焊锡 200 t /年、生产塑料原料

粒 590 t /年和收集、贮存含汞灯管 10 万根 /年、拆解废 LCD
显示屏 2 万台和废锂电池 20 t。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我中心接受企业委托对该项目进行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 1 评价方法

包括该公司建设项目的选址、总体布局、设备布局、生

产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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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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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辨识生产工艺过程可能

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检测浓度或强度，并对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与评价，同时分析其污染对工人健康产生的影响。
1. 2 评价方法

参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评价技术导则》GBZ /T
197—2007 的程序进行，采用现场调查法、检查表法、检测检

验法，对现场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了解建设项目生产工艺

过程，确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的落实及职业卫生管理的实施情况; 并查阅该

项目相关资料，为检测和评价提供依据。按照国家相关技术

规范和标准的要求，通过现场检测和实验室分析，对评价项

目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以及职业病危害防

护设施的防护效果进行评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产工艺流程

2. 1. 1 废电脑处理 基本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废电脑处理的工艺流程

2. 1. 2 废笔记本电脑( 含废 LCD) 显示器处理 基本工艺流

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废笔记本电脑 ( 含废 LCD) 显示器处理的工艺流程

2. 1. 3 废锂电池处理 基本工艺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废锂电池处理的工艺流程

2. 2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结合生产工艺，对照检查表和现场调查后，确定电子废

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 1) 生产性毒物:

铅、二氧化锡、氢氧化钠、汞等; ( 2 ) 生产性物理因素: 噪

声、高温; ( 3) 生产性粉尘: 其他粉尘、石墨粉尘。
2. 3 主要职业病防护设施

2. 3. 1 防尘设施 产生粉尘工位墨盒拆解、粉碎和分选装置

作业时采用密闭方式。

·00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2 年 8 月第 25 卷第 4 期 Chinese J Ind Med Aug 2012，Vol． 25 No． 4



2. 3. 2 防毒设施 锡炉拆解在通风柜内进行，同时配套的水

淋活性炭除尘系统。机械仓库配备旋风布袋除尘器。含汞灯

管仓库配备含脱汞载硫活性炭塔。工人操作时进行了有效防

护。锡炉拆解通风柜检测结果: 平均风速为 0. 48 ( 0. 12 ～
0. 81) m/s，罩口面积为 0. 25 m2，风量为 432 m3 /h。
2. 3. 3 防噪声 选用低噪音设备，对噪声设备采取隔音、减

震、建筑物屏蔽等降噪措施。
2. 3. 5 防高温 车间内自然通风良好，并辅以机械通风，同

时采用移动式冷风机进行岗位送风。高温检测结果见表 2。
2. 4 调查与评价

2. 4. 1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公司按《劳动保护用

品选用规则》GB11651—89 的要求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作业工人配备了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制订了相关的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管理制度，工人也有一定的职业危害自我

防护意识，在进入工作区域时职工基本能自觉按规定佩戴各

种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2. 4. 2 建筑物卫生学和辅助用室 本项目的建筑结构合理，

生产区域地面平整，便于清扫、冲洗; 设置有自然通风门窗，

有利于通风; 项目的车间办公室、更衣休息室、控制室等安

装有独立空调系统并与生产车间完全分开; 项目的采光照明

采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 厂区内设置办公室、
休息室、厕所等卫生辅助设施。本项目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

室的设置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2. 4. 3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公司有较为完整的职业卫生管理

体系，其中涉及生产过程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包括 《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制度》、《职业病危

害告知制度》、《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等。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2. 4. 4 职业病危害因素现场检测结果 按照电子废弃物处理

各工种工人岗位特点、工艺流程、主要作业场所，采用定点

采样的方法，以达到综合、全面地反映作业工人接触的生产

性毒物、粉尘和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实际情况。检测结

果表明 ( 表 1 ～ 4 ) ，生产性粉尘、铅、二氧化锡、汞、氢氧

化钠、噪声、高温等项目，除手工拆解线气枪工作时噪声超

标外，其他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表 1 工作场所空气中毒物检测结果 mg /m3

检测地点

( 岗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C-MAC C-TWA C-STEL 超限倍数 MAC PC-TWA PC-STEL
最大超

限倍数

结果

判定

锡炉拆解 铅烟 — 0. 005 — 0. 23 — 0. 03 — 3 合格

二氧化锡 — 0. 14 — 0. 02 — 2 — 2. 5 合格

灯管仓库 汞 — ＜ 0. 000 093 ＜ 0. 000 093 — — 0. 02 0. 04 — 合格

碱洗工位 氢氧化钠 0. 25 — — — ≤2 — — — 合格

表 2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 ( 总尘) 浓度检测结果 mg /m3

检测地点

( 岗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C-TWA
超限

倍数
PC-TWA

最大超

限倍数

结果

判定

粉碎工位 其他粉尘 0. 96 0. 26 合格

分选工位 其它粉尘 0. 75 0. 19
8 2. 0

合格

墨盒拆解 石墨粉尘 0. 28 0. 07
4 2. 0

合格

表 3 工作场所噪声测量结果 dB ( A)

检测地点

( 岗位)
Lex，8h

接触时间

( h /d)

国家

标准
结果判定

锡炉拆解 80. 4 8 合格

粉碎工位 80. 3 8 合格

分选工位 78. 8 8 合格

锂电池破碎 81. 4 8

85

合格

手工拆解 78. 6 10 合格

手工拆解 ( 气枪工作时) 86. 0 6 不合格

表 4 工作场所高温测量结果 ℃

检测地点

( 岗位)

WBGT

指数

劳动

强度

接触时间

( h /d)
国家标准 结果判定

锡炉拆解 1 26. 5 Ⅰ级 7 合格

锡炉拆解 2 26. 7 Ⅰ级 7
28 ℃

合格

2. 4. 5 职业健康监护结果 公司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

范》 ( GBZ 188—2007) 要求，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22 名职

工中，全部进行了粉尘、噪声、铅接触者在岗职业健康检查。
电测听检查中发现有 2 名手工拆解线工人双耳高频听力减退，

确定为职业禁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

要求，对有职业禁忌的噪声岗位劳动者及时调离，不得从事

其所禁忌的作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3 结论

该建设项目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铅、二氧化

锡、汞、氢氧化钠、噪声、高温等。除个别工位噪声超标外，

其余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值均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所以本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是可行、有效的。
4 讨论

电子废弃物中含有种类繁多的有毒有害物质，不科学的

加工过程可能会产生新的有毒物质，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

威胁［1］。保证防护设施正常、有效运作，做好个人防护尤为

重要。
一方面，加强对防护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特别是对

收尘系统和除尘器加强维护保养与检查，保证运转可靠、有

效，达到设备及设施的设计要求。在锡炉拆解线操作时，通

风柜的进口风速应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根据经验，侧吸

罩的控制风速可在 0. 25 ～ 1. 5 m /s 范围选取［2］，当粉尘 ( 有

害气体) 飞扬速度较剧，并且不易加挡板的情况，取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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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风速，因操作时无法加档板且铅烟易逸散，建议控制风

速应选较高的风速值 0. 7 ～ 1. 5 m /s，以达到降低车间空气中

有害因素的浓度。
另一方面，现场操作人员应根据接触危害的不同配备合

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做到针对性发放，并监督作业人员正确

佩戴。如接触生产性粉尘的岗位应配备防尘口罩，接触毒物

的岗位应配备防毒口罩或防毒面具等，并根据需要定期更换。
高温季节做好高温作业的个人防护，加强车间通风或者岗位

送风，供给含盐饮料和补充营养等措施，做到有效防护。该

项目中应重点加强噪声治理，落实相关控制措施，由于拆解

中使用的电动工具造成噪声超标，企业又没有加强个人防护

措施和管理，从噪声岗位健康监护的结果看，噪声超标已致 2
名工人听力受损，因此建议加强现场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工

作，特别是手工拆解 ( 气枪工作时) 噪声防护，同时，对噪

声强度不合格岗位的员工加强健康监护，按《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的规定确定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安排职工上岗

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进行健康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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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采用职业

卫生现场调查法与职业卫生检测法，对某皮鞋生产项目存在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危害程度的评估，并评价其职

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的效果。该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

尘、物理因素 ( 噪声、高温) 、化学毒物 ( 丁酮、环己酮、乙

酸丁酯、甲醛、正己烷、正庚烷、苯系物) ，除冲床点位的噪

声超标以外，其余检测点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 ( 强) 度

均低于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建

设项目，关键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苯系物，职业病危害控

制措施是可行的。
关键词: 皮鞋生产项目; 职业病危害; 卫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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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

准，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

者健康，受建设单位委托，对某皮鞋生产项目进行了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 1 评价依据

现行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主要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

保护条例》、《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职业健

康监护管理办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等相关

规范标准以及项目的可研报告和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基础资

料等。
1. 2 评价范围

主要针对试运行及生产期间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效果

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等进行评价，包括该工程的下料、打码、

冲压、底工、帮工、热处理、打毛、抛光、包装等生产工序。
1. 3 评价内容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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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评价方法

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采用了职业卫生

现场调查法、职业卫生检测法、职业健康检查、检查表分析

法等评价方法，对试运行期间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其

对健康的影响、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定性和定

量的分析评价。
2 结果

2. 1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男式皮鞋及女式皮鞋生产线各一条，生产规模

为男式及女式皮鞋共 700 ～ 800 双 /d，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

为皮料及成品鞋底，主要辅助材料见表 1。

项目生产定员 257 人，下料 22 人、片皮 6 人、冲压 2 人、

帮工 117 人、底工 114 人、包装 12 人，每天工作 8 h。
2. 2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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