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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风险评估指数法对新建氯乙酸项目进行了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的风险评估指数为 6、18 和 19，属于
中级别风险。风险评估指数法是类比法、检查表分析法的有
益补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工作场所中的职业危害，能够
从多方面了解项目中存在的职业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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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企业新增 2 万 t /年氯乙酸生产线，采用风险评估

指数法对该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某化工企业新增氯乙酸生产线。
1. 2 方法

风险评估指数法是一种定性的风险分析方法，通过风险

评估指数矩阵表的使用，赋予风险以定性加权指数来评估风

险的大小，然后在风险大小定性评估完成的基础上确立高、
中、低风险区。根据系统、分系统或设备的故障、环境条件、
设计缺陷、操作规程不当、人为差错等均可能引起有害后果，

将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对定性地分为 4 级; 根据风险事件

发生的频繁程度，将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定性地分为 5 级。
将上述危险严重性的可能性等级制成矩阵并分别给以定性的

加权指数，形成风险评估指数矩阵，见表 1。
表 1 风险评估指数矩阵

可能性等级
严重性等级

Ⅰ( 灾难的) Ⅱ( 严重的) Ⅲ( 轻度的) Ⅳ( 轻微的)

A( 频繁) 1 3 7 13
B( 很可能) 2 5 9 16
C( 有时) 4 6 11 18
D( 极少) 8 10 14 19
E( 不可能) 12 15 17 20

风险评估指数矩阵的两点说明: 一是风险评估指数矩阵

对风险的大小进行了定性的比较并给不同类别的风险赋予指

数，编制风险排序表。风险评估指数越小、风险越大。最高

风险的评估指数为 1，对应于频繁发生且后果不能接受的故

障; 最低风险的风险评估指数为 20，对应于几乎不可能发生

且后果轻微的故障。二是通过风险评估指数矩阵将风险分为

高、中、低 3 级，并确定了高、中、低风险区。相关文献报

道将风险评估指数为 1 ～ 5 的定义为高级别风险，6 ～ 16 为中

级别风险，17 ～ 20 为低级别风险［1，2］。
2 结果

2. 1 项目概况

乙酸、乙酸酐、氯气按配比在反应器内以一定温度反应，

得到粗产品。粗产品于真空蒸发器蒸出粗馏液，主要为二氯

乙酸和三氯乙酸，将粗馏液在催化剂催化下加氢，使二氯乙

酸和三氯乙酸脱氯转化为氯乙酸。操作工人为四班三运转，

现场主要采用巡回检查制。
项目分为氯化工段、副产物处理工段、脱氯加氢工段 3

个主要评价单元进行分析。
2. 2 防护措施

2. 2. 1 除毒措施 生产过程使用的储罐、反应器、管道等均

为密闭，厂房为敞开式设计，自然通风; 乙酸、乙酸酐、氯

乙酸、氯化氢、氯均是通过管道输送。设备、管路、阀门连

接处有可靠密封，垫片定期检查及更换。
2. 2. 2 降低噪声措施 产生较大噪声的真空泵、鼓风机等，

采取从噪声源上治理和隔离等措施，如基础加减振垫、建筑

隔音、风机进出口加消声器。工人在进入高噪声设备巡检时，

可佩戴耳塞等防护用品，减轻噪声的危害。
2. 2. 3 防高温 凡有高温 ( 外表温度 ＞ 60℃ ) 的设备和管

道在人行道和经常接触处均采用保温材料加隔热层，以防人

身烫伤。

项目采用 DCS 集散控制系统，工人操作大多在控制室内

完成，现场作业以巡检方式为主，减少工人接触有毒化学物

质、噪声、高温的时间。
2. 3 风险评估

项目采取上述防毒措施，有效降低工作场所有毒化学物

质的浓度; 根据某生产氯乙酸企业的乙酸、氯乙酸、乙酸酐、
氯化氢、氯浓度进行检测［3］的结果可知，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工作场所空气中上述化学物质的浓度符合 《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 GBZ2. 1—2007)

中的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因此乙酸、氯乙酸、乙酸酐、氯化

氢引起 职 业 危 害 风 险 严 重 性 等 级 为Ⅳ; 氯 属 于 卫 法 监 发

［2003］ 142 号《高毒物品目录》中列出的高毒化学物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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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易挥发扩散，如误操作、设备失修、
腐蚀、泄漏等可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4］，若氯气泄漏，

工人吸入高浓度氯气可引起迷走神经反射性心跳骤停或喉痉

挛，出现电击样死亡［5］，因此氯引起职业危害风险严重性等

级为Ⅱ。生产区内设置氯气和氯化氢浓度检测仪和探头，定

期检测有毒气体的浓度; 一旦发生氯气泄漏，操作人员可以

迅速控制毒物来源，防止中毒事故的发生，因此认为氯化氢、
氯引起职业危害风险可能性等级为 C。氯乙酸、乙酸、乙酸

酐如果泄漏，工人穿着耐酸防护服，佩戴防毒口罩，及时处

理泄漏的物质，避免氯乙酸、乙酸、乙酸酐通过呼吸进入人

体内或者是皮肤接触，可以避免酸灼伤或中毒事件的发生。
有文献［6］报道，某氯乙酸厂工人因违规作业导致氯乙酸中毒，

因此认为氯乙酸、乙酸、乙酸酐引起职业危害风险的可能性

等级为 C。
项目采取降低噪声的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工作场所的噪

声强度，根据对某氯乙酸企业的噪声强度进行检测［3］的结果

可知，工人在 8 h 工作班内接触的噪声强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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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因此噪声的职业危害的严重

性等级为Ⅳ; 引起职业危害的可能性等级为 C。
项目采取了高温防护措施，作业工人巡检作业，高温对

作业工人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和可能性很小，因此高温严重性

等级为Ⅳ; 职业危害风险可能性等级为 D。
项目的氯化工段、副产物处理工段、脱氯加氢工段三个

评价单元具体的职业病风险严重性、可能性等级和风险评估

指数的数值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本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乙酸、乙酸酐、氯

乙酸、氯化氢、氯、噪声及高温。我们尝试采用风险评估指

数法对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进行分级划分，得出风

险评估的指数。评价结果表明项目发生职业病危害的风险属

于中等风险范畴，也就是说工人存在患职业病的可能性。为

进一步降低风险评估指数，可以考虑强化安全意识，如对事

故、异常 工 艺 条 件 及 其 他 操 作 失 误 能 及 时 报 告 并 找 出 原

因［7 ～ 9］，总结经验进行整改; 对生产过程中可能泄漏的有毒

气体设置报警装置; 对容易泄漏的部位设置警示 标 识 ; 定 期

表 2 3 个评价单元具体的职业病风险严重性、可能性

等级和风险评估指数

序号 评价对象 危险源 严重性等级 可能性等级 风险评估指数
1 氯化工段 乙酸 Ⅳ C 18

乙酸酐 Ⅳ C 18
氯乙酸 Ⅳ C 18
氯气 Ⅱ C 6
噪声 Ⅳ C 18
高温 Ⅳ D 19

2 副产物处 氯化氢 Ⅳ C 18
理工段 噪声 Ⅳ C 18

3 脱氯加氢 氯乙酸 Ⅳ C 18
工段 噪声 Ⅳ C 18

高温 Ⅳ D 19

检查防护用品的佩戴使用情况，制定合理可行的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 对可能发生的中毒事故建立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进

行演练。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生产工艺和方法不断出现，当类

比法、检查表分析法和经验法不能满足评价需要的时候，使

用风险评估指数法能够弥补上述方法在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中

的不足。风险评估指数法在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评价中应

用很少，为使该方法更好地应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还需在日后的实践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尝试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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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58 页) 各有不同［2］。为避免或减少冒诊和误诊，诊

断分级前首先应排除其他致聋原因，如伪聋、夸大性听力损

失、药物中毒性聋、外伤性聋、家族性聋，美尼尔氏病、突

发性聋以及各种中耳疾患等。具体操作时可重点把握以下几

点: ( 1) 怀疑中耳疾患时可通过声导抗检查进行排除; ( 2 )

纯音听阈测试语言频率听力损失≥高频听力损失，应考虑非

职业性噪声聋; ( 3) 纯音听阈曲线为水平样或近似直线时，

应怀疑其听力结果的真实性; ( 4) 语言频率听力损失超过中

度以上，应进行客观测听检查，排除伪聋和夸大性听力损失;

( 5) 纯音听力测试不配合的患者，或对纯音听力检查结果的

真实性有怀疑时，应进行客观听力检查，如听觉脑干诱发电

位测试、40 Hz 听觉诱发电位测试、声阻抗声反射阈测试、耳

声发射测试等，排除伪聋和夸大性听力损失的可能; ( 6) 若

主客观听力检查明显不符，或多次纯音听力检查多个频率听

阈波动≥10 dB，应不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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