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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调查表法、现场调查法和职业病危害因素采
样检测法，对中石油装备制造企业进行职业卫生状况调查。
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职业病危害种类较多、高毒物质较多，

噪声、粉尘作业场所 ( 岗位 ) 检测点合格率较低，分别为
52. 5%和 84. 4% ;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职业卫生管
理人员专业水平尚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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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基础支撑

行业之一，在其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有

机溶剂、噪声、高温和电离辐射等职业性有害因素［1 ～ 5］。为

了掌握装备制造企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特点，

对存在的职业健康风险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全面提高企业职业卫生管理能力。我们对中石油所属的装备

制造企业进行了职业卫生状况调查。

1 内容与方法

编制职业卫生调查表，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现场调查

工艺流程、防护设施及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

健康监护等情况。通过整理、归纳、分析上述资料，了解企

业职业卫生管理现状，分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提出对策。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装备制造企业于 2007 年 12 月底完成整合，由

装备制造分公司协调、管理，其归口管理的生产型装备制造

企业包括: 某石油机械公司、某石油钢管公司、某动力总厂、
某石油装备公司四个二级企业。
2. 2 主要工艺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装备制造企业的主要产品有大口径钢管管件、油田专用

管、钻杆、钻具和铸件等。主要生产工艺包括一般机加工、
焊接、防腐、铸造、锻造、电镀等，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见表 1。
表 1 主要产品生产工艺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品 工序 接触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化学有害因素 物理因素

大口径钢管 焊引熄弧板 焊工 电焊烟尘、氮氧化物 电焊弧光

铣边、预弯、成型 成型 — 噪声

X-射线探伤 X-射线 — X-射线

倒棱 倒棱 其他粉尘 噪声

管件压制 压制 — 高温

防腐 除锈、喷油 其他粉尘、金属粉尘、苯、甲苯、二甲苯 噪声

油田专用管 管端打磨 打磨 其他粉尘 噪声

镦锻成型 操作 其他粉尘 噪声、高温

淬火、加热、回火 淬火热矫 — 噪声、高温

磁粉探伤、超声探伤 检测 — 噪声

喷标涂油 喷标 苯、甲苯、二甲苯 噪声

钻杆钻具 热处理 热处理 盐酸、磷酸、氢氧化钠等酸碱溶液 噪声、高温
电镀 ( 镀铬) 电镀 三氧化铬 —
摩擦压接 摩擦压接 — 噪声
磁粉探伤、超声探伤 探伤检验 — 噪声
涂油 涂油 苯、甲苯、二甲苯 —

铸件 翻砂制型、合箱、落砂清理 造型、喷砂、切割 矽尘、铸造粉尘、其他粉尘 噪声
熔炼、浇注 炼钢、浇注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金属烟雾 噪声、高温
电焊 电焊 电焊烟尘、氮氧化物、锰及其他合物 噪声、电焊弧光
打磨清理 打磨 砂轮磨尘 噪声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本次调查检测项目包括 13 种化学毒物: 苯、甲苯、二甲

苯、锰及其化合物、铬、铅、盐酸、氨、硫化氢、一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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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低碳烃类化合物; 5 种粉尘: 电焊烟

尘、矽尘、炭黑尘、砂轮磨尘、其他粉尘以及噪声、高温、
电焊弧光、X-射线 4 种物理因素。各 类 有 害 因 素 作 业 场 所

( 岗位) 合格率详见表 2。

表 2 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企业名称

粉尘 化学毒物 噪声 高温 电焊弧光 X-射线

检测

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 % )

检测

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 % )

检测

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 % )

检测

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 % )

检测

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 % )

检测

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 % )

某石油机械公司 7 4 57. 1 19 18 94. 7 22 21 95. 5 1 1 100 — — — — — —

某石油钢管公司 15 13 86. 7 37 37 100 18 2 11. 1 — — — — — — 95 95 100

某动力总厂 7 6 85. 7 45 43 95. 6 27 19 70. 4 1 1 100 1 1 100 — — —

某石油装备公司 16 15 93. 8 48 46 95. 8 55 22 40. 0 3 3 100 1 1 100 33 33 100

合计 45 38 84. 4 149 144 96. 6 122 64 52. 5 5 5 100 2 2 100 128 128 100

2. 4 职业卫生管理

各级企业均设置了专 /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并制定了

部分职业卫生制度、应急预案等，但已建立制度尚不健全，

且缺乏统一性; 各企业均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每年为员工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开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各企业

为员工配备了一些个人防护用品，但存在配备种类、发放周

期不符合要求的问题。
2. 5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 ( 表 3)

表 3 各企业作业场所主要职业病防护设施

企业名称 主要作业场所 防尘 /防毒设施 防噪声设施 运行情况

石油机械公司

铸造厂 除尘器、轴流风机 隔音休息室

钢结构厂 排风扇、布袋式除尘机、封闭式喷漆间 —

钢管钢绳公司 酸雾净化装置、抽风装置 隔音休息室

铸造厂部分通风除尘设施未能正常

投用，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超标，其

他防护设施均运行正常

石油钢管公司

输送管公司制管厂
除尘器、厂房顶自流风机、焊剂回收除
尘装置

聚胺酯输送辊道、

聚氨酯斜篦桥

防腐分厂
除尘器、全面通风轴流风机、通风换气
系统

—

防腐分厂部分场所通风除尘设施防

护效果不佳，外防涂敷岗粉尘超标，

其他防护设施均运行正常

动力总厂

热处理分厂
密封管道将废气集中于分解炉点燃、全
面通风轴流风机、抽风净化系统

—

大件分厂
除尘装置、全面通风轴流换气扇、局部
吸尘罩

隔音休息室

总装分厂
地漏吸风系统、空气净化机、玻璃纤维
过滤棉和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

隔音休息室

大件分厂的铸件清砂岗和总装分厂

调漆间由于未设置通风、除尘设施

致使作业场所粉尘、毒物浓度超标，

其他防护设施均运行正常

石油装备公司

抽油泵制造厂电镀
车间

吸尘排风装置、除尘器、铬物捕集器、
喷漆水幕过滤系统

—

抽油机公司
排烟扇、自吸式油膜漆雾处理装置、袋
式除尘器、废气处理器

隔音休息室

油套 管 制 造 厂 喷
漆间

局部吸尘罩、喷漆设施排污装置、全面
通风轴流风机

—

抽油机公司喷漆作业喷漆房设置的

油膜漆 雾 处 理 设 施 防 护 效 果 不 佳，

作业场所苯、二甲苯浓度超标，其

他防护设施均运行正常

3 建议

根据各装备制造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企业应做好以下工作: (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制定规范、统一的管理制度。 ( 2 ) 重点关注超标的作业场

所 /岗位，对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的工艺如铸造、喷漆、电镀、
炼胶等［6，7］，应鼓励企业在技术改造方面增加投入，改善作业

环境。( 3) 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和《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员工职业健康体检。( 4) 建立、
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演练，确保现场

应急设施完好、便于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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