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措施。 ( 1) 对卫生工程噪声控制技术有限，不能采取有

效减噪措施的作业场所，企业应对作业工人加强个体防护，

如佩戴防噪耳塞或耳罩，同时完善针对噪声的各类职业卫生

制度，合理安排减少接噪时间来保护作业人员。在作业场所

完善职业病危害指令标识和警示语句，督促员工做好个体防

护，并做好接噪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 ( 2) 除尘吸风罩

应尽可能接近尘源，保证足够的排风量。对于粉状物料装钵

排模，使用大型的柜式排风罩较为适宜，建议在作业人员的

后方设置诱导风机，将风吹向排气罩。 ( 3) 在使用香蕉水清

洗标印时，清洗剂中存在的苯可能会通过呼吸道或皮肤的接

触对机体产生危害，所以使用香蕉水作业工人须佩戴自吸过

滤式防毒半面罩和乳胶手套，并建议使用其他低毒清洁剂代

替香蕉水。 ( 4) 应加强生产工艺设备与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

维护及管理，建立设备定期检查和维护制度。对职业病防护

设施及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定期检测其性能和

效果，确保其长期处于正常状态，以达到减少、消除职业病

危害的目的。
目前我国职业卫生标准和规范中尚无风险评价方面的相

关规定和指导文件，职业病危害评价与管理模式尚在探索阶

段，如何建立系统的将防护措施与不同风险等级相配套的管

理模式，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并在实践中摸索、创新。本

文通过运用定量分级法对作业岗位进行职业病危害风险评价，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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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无水氢氟酸生产线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Assessment of control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an anhydrous hydrofluoric acid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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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健康检查法，发现某无水氢氟酸生产线项目职业病危害

因素主要有氟化氢、硫酸、一氧化碳、噪声、高温、粉尘。
结果显示氟化氢、硫酸、一氧化碳、高温、粉尘均符合职业

接触限值的要求，噪声有 2 个岗位超标，并提出有针对性的

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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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有限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萤石矿资源，

将初级矿产品转变为深加工的氟化氢和氟化盐，开发高附加

值氟化工产品，利用原有厂的预留土地新增二期无水氢氟酸

建设项目。本中心对该项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内容与方法

1. 1 评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 ( GBZ1—20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 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物理

因素) 》 ( GBZ2. 2—2007)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技术导则》 ( GBZ /T197—2007)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2004) 等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1. 2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选址、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

卫生学要求、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

影响、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应急

救援、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

生专项经费概算等。
1. 3 评价方法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特点，采用现场

卫生学调查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2 结果

2. 1 建设项目概况

该建设项目位于某乡镇郊外原厂址预留地上，该处有常

年水量充沛的溪流两条，厂址周围 3 km 范围内无村庄。生产

部及生产车间采用三班 8 h 工作制，工种包括化验、中控、司

炉、维修、机修、地磅、电工、萤石粉下料、拉煤、氟盐。
2. 2 工程分析

该项目主要原料为萤石精粉、98% 硫酸、105% 硫酸和烟

煤，产品为无水氢氟酸和氟石膏，主要分为烘干系统、AHF
系统、石膏渣处理系统、冷冻系统、DCS 自动控制系统及仪

表等。
2. 3 生产工艺流程及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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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氢氟酸工艺流程: 硫酸、干萤石→反应炉→洗涤塔

→粗冷器→一级冷凝→粗酸槽→精馏塔→精馏塔冷凝器→脱

气塔→检验槽→成品。

该项目的分区按照厂前区设置行政办公楼、生活福利用

房，并按原辅材料贮场、储罐区、生产区、辅助生产区等功

能区分开设置厂房，各功能区之间设置绿化带和安全环形通

道，原辅材料贮场、储罐区周围还设置挡土墙和围墙。烘粉

干燥炉、反应炉等放散大量热量的厂房采用单层建筑，冰机

房布置在辅厂房底层，并采取消声、减振措施。对有腐蚀性

介质作用的部位进行相应的防腐处理。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本次评价将氟化氢、硫酸 ( 含 SO3 ) 、一氧化碳、煤尘、
萤石混合粉尘、生产性噪声、高温气象条件等 7 个职业危害

因素列入评价因子 ( 见表 1) 。

表 1 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职业病
危害因素

危害因素
存在形态 主要产生部位

氟化氢
气 体、 液
体

反应炉、净化塔、冷凝器、精馏器、吸
收塔、氟化氢槽区灌装操作

硫酸
( 含 SO3 ) 液体( 雾) 反应炉、酸吸 收 塔、酸 冷、硫 酸 计 量

槽、硫酸贮槽

一氧化碳 气体 煤气发生炉

噪声 声波 反应炉、烘干炉、煤气发生炉、冰机

高温 反应炉、煤气发生炉、烘干炉

粉尘 固体 萤石干燥、输送、进料

2. 5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

2. 5. 1 毒物检测结果 于氟酸工段反应炉、精馏塔、检验

槽、洗涤塔、脱气塔、主控室、粗冷及制酸工段氢氟酸充装

点等 8 个地点检测氟化氢浓度 ( MAC) 结果为 ＜ 0. 014 ～ 0. 03
mg /m3 ; 于氟酸工段上述场所及酸冷、酸罐区硫酸计量槽、硫

酸罐等处检测硫酸浓度 ( TWA) ，测值为 ＜ 0. 13 ～ 0. 97 mg /
m3 ; 于造 气 工 段 煤 气 发 生 炉 前、炉 操 作 室 检 测 CO 浓 度

( TWA) ，结果 ＜ 1. 3 mg /m3。上述毒物浓度均符合国家卫生

标准限值要求。
2. 5. 2 工作场所粉尘检测结果 该项目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共

检测 6 个点，各检测点空气中的粉尘浓度均符合国家卫生标

准。见表 2。

表 2 工作场所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mg /m3

测定地点 职业危
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超限倍数对应
浓度的限值

TWA
( 总尘)

短时间
接触浓
度

结果
判定

造气工段煤气发
生炉前 煤尘 8 4 0. 02 合格

造气工段煤气发
生炉操作室 煤尘 8 4 0. 02 合格

煤场 煤尘 8 4 0. 03 合格

原料工段下料口 萤石混合尘 2 1 0. 03 合格

烘干工段进料口 萤石混合尘 2 1 0. 03 合格

烘干炉 萤石混合尘 2 1 0. 03 合格

2. 5. 3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 该项目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共

检测 9 个点，各检测点中造气工段煤气发生炉操作室和氟酸

工段主控室的噪声强度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测试点达标率

为 77. 78%。见表 3。

表 3 工作场所生产性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dB( A)

测定地点 国家标准 检测结果 结果判定

原料工段下料口 91 76. 1 合格

烘干工段进料口 91 79. 1 合格

烘干工段烘干炉 91 82. 8 合格

造气工段煤气发生炉操作室 75 77. 9 不合格

造气工段煤气发生炉前 91 81. 5 合格

氟酸工段反应炉 91 80. 0 合格

氟酸工段主控室 70 72. 2 不合格

制酸工段冰机 1#机 97 95. 2 合格

2. 5. 4 工作场所高温气象条件检测结果 ( 表 4)

表 4 工作场所高温气象条件( WBGT 指数) 检测结果 ℃

测定地点 国家标准 检测结果 结果判定

烘干工段烘干炉 33 28. 8 合格

造气工段煤气发生炉操作室 32 28. 8 合格

造气工段煤气发生炉前 33 29. 0 合格

氟酸工段反应炉 33 29. 2 合格

氟酸工段主控室 32 27. 7 合格

2. 6 职业健康检查

2012 年 5 月企业委托具有职业健康监护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对 65

名工人进行健康查体，未检出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
2. 7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评价

2. 7. 1 职业病防护设施 主厂房采用敞开式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以便通风和有害气体扩散。生产过程均采用负压管道

输送和操作，氢氟酸的包装、卸料和储存系统选用干燥压缩

空气等真空设置。生产过程采用自动化仪表集中控制，减少

操作人员直接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在萤石烘干、上料、燃煤

输送、出渣等主要扬尘点设置抽风收尘装置，减少粉尘危害，

由于现场采样时整个抽风系统正在进行大修，故数据未测。

对冰机机组等主要产生噪声的设备采用单独机房，设置消声、

减振措施，并采用远距离自动化仪表控制，减少操作人员直

接接触噪声的时间。对萤石烘干、反应炉、煤气发生炉等热

源和输热管道采取隔热保温措施，减少热量散发。符合《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
2. 7. 2 职业卫生管理 公司成立职业卫生办公室，由一名专

职工作人员和数名车间兼职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工作场所职

业安全培训、职业健康监护等工作，并将职业病健康检查结

果纳入个人健康档案。
2. 7. 3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按规定配发胶皮手套、

胶鞋、防护眼镜、工作服等劳动保护用品。萤石生产岗位配

有防尘口罩、制酸岗位配有防酸服。接触噪声岗位配有耳塞。
2. 7. 4 辅助用室 氢氟酸属高毒物质，按《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规定，车间的卫生特征为 2 级。该建设项目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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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 个盥洗槽和 4 个事故淋浴器，基本可满足《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的要求。但各工段均未单独设置休息室和存衣

柜。氟酸工段未设浴室。
2. 7. 5 应急救援 为了在发生化学事故时，及时有序地实施

救援，该公司制定了《化学事故与消防、环保应急救援预案》，

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并作了具体分工。公司设有医疗室，有 1 名

卫生人员负责。应急救援室配备 4 套正压式氧气呼吸器，急救

箱医疗装备，各岗位还配备 20 件防毒面具和防化服。
3 建议

( 1) 在工作场所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岗位设置

相应的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在可能发生

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设置自动报警装置，

在工作地点就近设置现场应急处理设施。 ( 2) 用人单位应对

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

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

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

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 3) 公司应及时组织

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到有职业健康监护资质的卫生

机构做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劳动者离岗时应做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 4) 氟酸工段未

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车间卫生特征 2 级的

车间应设浴室、休息室和更 /存衣柜 ( 一人一柜) 。 ( 5) 加强

对接噪人员护耳器使用的监督和检查，杜绝裸耳进入强噪声

环境，特别是冰机巡视或检修时，巡检工需佩戴防噪声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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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造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及关键控制点分析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a shipbuilding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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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收集资料、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职业卫生

检测和健康监护，采用检查表法、定量分级和定性分析法对

某船厂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结果显示，生产过程中存

在粉尘 ( 包括电焊烟尘) 、毒物、噪声等多种职业病危害因

素，作业场所空气中锰、二甲苯浓度以及噪声强度超标，其

余指标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职业健康检查主要为

工人的电测听、胸片和肺功能异常。提示造船行业的职业病

危害关键控制点为电焊、油漆、打磨、装配等作业，主要职

业病危害因素为锰、二甲苯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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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船舶建造与修理过程中，

职业危害种类复杂，分布广泛。目前我国造船企业工艺水平

差距很大，职业危害控制措施参差不齐。本文旨在通过对某

造船厂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的分析，发现该船厂项目的职业

危害关键控制点，为船厂项目职业危害控制措施提出有针对

性的对策。
1 内容与方法

1. 1 内容

本企业的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分布、危害程度、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效果、建

筑卫生学辅助卫生用室设置、应急救援措施、个人使用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职

业卫生管理措施及落实情况。
1. 2 方法

针对职业病危害的特点，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职业

卫生检测、职业健康检查等方法收集数据和资料，并结合职

业病防护设施、个人职业病防护水平和定量分级结果，对运

行期间作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职业健康影响

进行评价，并通过检查表法等方法分析评价职业卫生管理措

施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该船舶公司是国内十大民营造船企业，年造船能力 50 万

载重吨。产品主要有集装箱船、海工船、散货船等。该公司

共设技术管理人员 543 人，一线生产技术人员1 415人，电焊

岗位和打磨岗位每班每天操作时间为 4 h，切割岗位每班每天

操作时间为 6 h。
2. 2 原辅料材料

造船行业最主要原材料是钢板、钢材。焊接的焊条、焊

丝成分中可能含有锰、硅、铬、镍等金属，其中以含锰为主。

油漆中可能含有苯、甲苯、二甲苯、丁醇等有害成分。
2. 3 工艺流程 ( 见图 1)

图 1 船厂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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