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5 苯及 1，2-二氯乙烷在印刷包装业的天那水中检出率均为

最高，中山市是国家印刷包装业基地之一，使用天那水较多，

在评估其行业职业病危害风险时需充分考虑，建议各职能部

门对该行业进行天那水使用联合整治，以降低职业病发生风

险。灯饰行业的天那水苯检出率较高，灯饰业是中山市特色

行业，企业数量和使用天那水等有机溶剂人员数量较多，而

实际的职业卫生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加强对灯饰业使用天那

水等有机溶剂的专项整治对预防职业中毒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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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焦化企业焦炉逸散物职业病危害调查
Survey and analysis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from coke oven emissions in a certain coking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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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职业卫生学调查、现场检测和健康监护体检
的方法对某焦化公司焦炉逸散物相关工作场所进行职业卫生
调查。结果显示，炼焦工段焦炉作业工人接触焦炉逸散物时
间加权平均浓度超标率为 75. 0%，按超限倍数要求，作业工
人接触焦炉逸散物超标率为 33. 3%，其中炉顶导烟车工为高
度危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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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工作场所存在诸多职业危害因素，尤以大量焦炉逸

散物 ( coke oven emissions，COE) 、烟尘最为突出［1］。某焦化

企业为年产 90 万 t 捣固焦及煤气综合利用企业，为了解工作

场所 COE 浓度及工人职业暴露水平，对该企业有关工作场所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职业卫生调查、检测和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炼焦工段，调查焦炉作业工人 113 人，其中女 17
人、男 96 人，年龄 20. 2 ～ 53. 8 岁、平均年龄 33. 2 岁，接害

工龄 0. 08 ～ 24. 17 年; 调查主要工种、岗位、工作制度、各

工种巡检路线、各作业岗位的停留时间等。
1. 2 方法

依据《工 作 场 所 空 气 中 有 害 物 质 监 测 的 采 样 规 范》

( GBZ159—2004) 的要求设置 13 个采样点，采用中流量采样

器流量 100 L /min，玻璃纤维滤膜收集，每次连续采样 4 h 以

上; 每个采样点采样 3 d，每天上下午不同时段采集 2 个样

品。苯可溶物的测定-重量法 ( GB16171—1996 ) 对焦炉逸散

物进行定量。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GBZ188—
2007) 对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有内科常规

检查、血压、血常规、尿常规、血清丙氨酸转氨酶 ( ALT) 、

心电图、B 超、胸片、肺功能。
1. 3 数据处理

根据作业工人工作日写实记录和检测结果，按照《工作

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等计算出各工种工人

接触 COE 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TWA) 和超限倍数。
2 结果

2. 1 职业卫生学调查

2. 1. 1 焦炉作业工人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 炼焦工段为三班

三运转制，即 0 点班、8 点班、4 点班，每 10 天轮换，每月

工作 25 d，其他时间调休。见表 1。
2. 1. 2 职业病防护设施 采用加煤除尘、拦焦除尘及地面除

尘站于一体的除尘系统。在地面除尘站引风机负压作用下，

炉顶一台导烟车将装煤时产生的烟尘吸入集尘干管，拦焦产

生的烟尘用拦焦车上集尘罩捕集进入集尘干管; 集尘干管和

导烟车采用 U 型水封槽连接，避免含有 COE 的荒煤气外逸;

先经焦炭吸附器吸附净化烟气中的焦油及炭黑飞灰，再进入

地面除尘站袋式除尘器，经净化后的烟气进入烟囱直接排入

大气。

·45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2 年 12 月第 25 卷第 6 期 Chinese J Ind Med Dec 2012，Vol． 25 No． 6



2. 2 工作场所焦炉逸散物检测结果

炼焦工段作业工人接触焦炉逸散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超

标率为 75%，按超限倍数要求超标率为 33. 3%。见表 2。
表 1 工时调查表

工种 每班人数 主要工作场所 每班接触时间( h)

捣固车工 7 ～ 8 捣固车室 7

拦焦车工 2 ～ 3 拦焦车室 7

熄焦车工 2 ～ 3 熄焦车室 7

炉顶工 2 ～ 3 炉顶 5

上升管工 2 ～ 3 炉顶上升管 5

调火工 2 ～ 3 焦炉地下室、烟道、炉顶 5

补炉工 2 焦炉机侧、焦侧、烟道、炉顶 5

换向工 2 焦炉地下室、换向机、烟道 4

出炉工 10 ～ 11 焦炉平台 7

推焦车工 2 ～ 3 推焦车室 7

导烟车工 2 导烟车室 7

测温工 2 烟道、炉顶 5

表 2 工作场所焦炉逸散物浓度检测结果 mg /m3

工种

TWA 超限倍数

CTWA PC-TWA
CSTEL /

PC-TWA

国家

标准

结果

判定

作业

分级

捣固车工 0. 11 0. 1 1. 3 3 不合格 Ⅱ级

拦焦车工 0. 18 0. 1 2. 0 3 不合格 Ⅱ级

熄焦车工 0. 15 0. 1 1. 7 3 不合格 Ⅱ级

炉顶工 0. 25 0. 1 3. 5 3 不合格 Ⅱ级

上升管工 0. 25 0. 1 3. 5 3 不合格 Ⅱ级

调火工 0. 14 0. 1 2. 8 3 不合格 Ⅱ级

补炉工 0. 17 0. 1 2. 5 3 不合格 Ⅱ级

换向工 0. 05 0. 1 2. 8 3 合格 0 级

出炉工 0. 10 0. 1 1. 5 3 合格 0 级

推焦车工 0. 01 0. 1 0. 1 3 合格 0 级

导烟车工 0. 33 0. 1 3. 8 3 不合格 Ⅲ级

测温工 0. 21 0. 1 3. 5 3 不合格 Ⅱ级

2. 3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对接触焦炉逸散物的 113 名作业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

查，体检异常 36 人。见表 3。
3 讨论

现场检测结果显示，COE 浓度以炉顶工作场所为最高，

其次为中部和下部作业区。COE 暴露浓度最大为导烟车工，

其次为炉顶工、上升管工、测温工; 导烟车工危害作业分级

Ⅲ级为高度危害作业，换向工、出炉工、推焦车工危害作业

分级 0 级为相对无害作业，其余 8 个工种危害作业分级Ⅱ级

为中度危害作业。按工作区域接触 COE 暴露水平，炉顶工 ＞

炉侧工。该企业除尘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不稳定，导烟车的吸

烟罩口和炉顶的孔口对接不协调，不能满足炭化室在推焦和

装煤情况下为负压的要求，出现装煤时机侧炉门及炉顶冒

“黄烟”，导致工作场所焦炉逸散物浓度超标。
表 3 某焦化企业炼焦工段 113 名职工体检异常检出情况

异常类别
例

数

检出率

( % )

高血压 8 7. 1

血常规 ( 白细胞总数减少、血红蛋白减少等) 6 5. 3

心脏异常 ( 心肌缺血、左前分支阻滞、不典型预激综合征) 3 2. 7

肝脏异常 ( 脂肪肝、胆囊息肉、肝囊肿、胆结石等) 18 15. 9

肺部异常 ( 肺结核) 1 0. 9

COE 是烟煤在高温乏氧的焦炉炭化室内干馏过程中产生

的，并在装罐、出焦、漏气和熄焦时弥散到焦炉外的气体、
蒸汽和烟尘的统称。COE 包含多种致癌或促癌物，我国已将

COE 定为确认人类致癌物［2］。长期暴露于 COE 可致多种损伤

发生，肿瘤是 COE 暴露导致的不良后果中最令人关注的问

题，目前已发现焦炉工长期暴露于焦炉逸散物可增加肺、气

管、支气管、肾、前列腺等部位癌症的超额危险度［3］。据报

道，焦炉、炉辅作业均是脂肪肝的危险因素，焦炉逸散物的

暴露可以增加焦炉工肝脏损伤的危险性［4］。
本次体检肝脏异常检出率 15. 9%，与有关报道相符［5］。

高血压、心脏异常检出率不高 ( 分别为 7. 1%、2. 7% ) ，与

工艺自动化程度高、噪声强度低、劳动强度不大有关。白细

胞总数减少与接触焦炉逸散物中苯系物有关。肺结核 1 例，

应进一步检查，若确诊活动性肺结核应按职业禁忌调离岗位。
加强通风除尘等卫生设施的改进和日常维护管理。炉顶

增设一台导烟车，可加大燃烧室的容积，使烟气充分燃烧，

避免堵塞系统; 增加除尘风机的风量，减少机侧炉门冒“黄

烟”。焦炭吸附净化装置使用符合要求的焦块，避免装置内颗

粒层阻力过大，影响炉顶控烟效果。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开展日常工作场所 COE 监测与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治

理，确保工作场所符合职业卫生要求。加强职业卫生培训，

提高作业人员自我保护能力，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加强

健康监护工作，发现职业病或疑似职业病患者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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