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修时的应急救援预案-
535%管理措施需改进

企业现有的生产班制工人每班作业时间长达 !& R- 建议
减少工人每班接触危害作业的时间, 按照高温检测要求在夏

季最热时段进行高温检测$ 作业地点气温(+* k时应采取局
部降温和综合防暑降温措施$ 按照 *高温作业分级+ "D:@
F(&$$)&$$## 的规定$ 减少接触高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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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某钩尾框抛丸除锈机作业场所粉尘浓度和通风
管道粉尘浓度% 通风量及粉尘排放浓度进行检测$ 以评价其
通风除尘效果- 结果显示! "!#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经过技术
改造后作业环境粉尘短时间浓度和时间加权浓度各为 !&7'+
-2@-+% '7$$ -2@-+$ 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 风机前后的
管道内风量分别为&* (!#% &6 &#* -+ @R$ 漏风率为 (7!+e$
说明该设备的密闭程度较好, "+# 风机前后的管道内粉尘质
量浓度分别为 ('67*!% &7+& -2@-+$ 该袋式除尘器粉尘除尘
率为 ""7$$e, "(# 系统粉尘空气排放浓度为 !#7&! -2@-+$
符合国家大气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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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尾框是连接列车车体的关键部件$ 经过车体运行摩擦$
加上运行环境不断变化$ 容易损坏$ 必须经常维护和维修才
能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维护和维修钩尾框的前提是除锈$ 钩
尾框抛丸除锈作业环境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给作业者带来潜

在危害- 通过日常对某车辆段钩尾框抛丸除锈机作业环境的
职业危害因素动态检测显示$ 该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尤其
是其它尘浓度经常超标$ 为此该单位于 &$!(年对钩尾框抛丸
除锈机进行技术改造$ 增加了通风除尘设施$ 我们对其除尘
效果进行了评价-
12内容与方法
131%内容

调查钩尾框抛丸除锈机设施的基本概况及钩尾框抛丸除

锈机工作原理和工艺流程$ 识别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 测定钩尾框抛丸除锈机通风除尘有关的参数及相关
粉尘浓度$ 分析评价其通风除尘效果-
134%方法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调查%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相结合方法.!/ $ 依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D:O&7!)&$$*#% *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 部分! 物理因素+ "D:O&7&)&$$*#%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 部分! 粉尘+ "D:O@
F&&"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方法+ "D:@F!6!'*)!""6#%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D:O'(6#)!""!# 有关标准规定$ 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同步进
行$ 测定同时间段% 相同工作量% 同一地点风机前主管道和
沉降室即袋式除尘器后主管道粉尘浓度及操作室内粉尘浓度%
管道风量等$ 相关数据直接从仪器读出, 滤膜 "筒# 使用前
后称重计算粉尘质量- 综合通风和除尘两方面$ 进行钩尾框
抛丸除锈机整体通风除尘效果评价.&/ -
135%仪器

F,<!+6$G温湿度计$ J_I+空盒气压表$ 崂应 +$!&W和
+$!&J型自动烟尘 "气# 测试仪 "各 ! 台#$ GnE?)"&G矿用
粉尘采样器 "(台#$ F_)""$$ 型风速仪$ 上述仪器均经计量
部门校准-
42结果
431%钩尾框抛丸除锈机概况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为吊钩式高性能抛丸清理设备$ 在清
理过程中由电动葫芦调速电机带动钩尾框结构件输送进清理

室内抛射区时$ 受到来自空间结构不同方向的四个抛头的密
集强力弹丸的打击与摩擦$ 其上的氧化锈皮及污物迅速脱落$
钢材表面获得一定粗糙度的光亮表面- 整机由抛丸清理室%
提升机% 螺旋输送器% 抛丸器总成% 提升机平台% 辊道输送
系统% 供丸系统% 除尘系统% 电气控制部分等组成- 工艺流
程包括电动葫芦运行送到除尘室内&除尘系统运行&提升机

&螺旋输送器&抛丸器&工件通过输出电动葫芦运行送到室
体外-
434%生产过程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在技术改造前运行时$ 所产生的粉尘
"以铁锈和铁尘为主# 无动力引风直接通过除锈箱上面滤料进
入管道$ 未经过滤除尘排入大气中-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运行
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主要是除锈箱门缝隙中逆出粉尘$ 操作
室粉尘浓度日常检测超标严重- 经技术改造后增加袋式除尘
器$ 抛丸除锈的粉尘经过袋式除尘器$ 有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氧化铁尘是抛丸除锈操作室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435%检测结果

在风机前后的管道内测得风量为&* (!#%&6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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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图谱% 计算及结果导出数据#% 检测报告等- 当报告中
包含有分包方出具的检测结果时$ 应给予说明$ 并将分包协
议书% 企业知情同意书以及包分检测报告存档-
137%评价业务档案

要想评价工作规范化$ 必须加强评价的档案管理工作$
评价工作全过程均要有据可查$ 才能使评价结果公正% 可信-
每个评价项目完成后$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内容进行收集% 整
理$ 并将项目相关资料交档案管理员归档$ 交接时填写资料
交接记录- 评价项目档案中主要归档的资料包括委托书% 技
术服务合同% 合同评审记录% 评价任务单% 现场调查记录%
评价及现场检测方案% 评价及现场检测方案审核记录% 现场
采样记录% 实验室检测分析记录% 报告书内审稿% 报告书内
审记录% 报告书整改说明% 报告书送审稿% 专家评审意见及
签名% 报告书修改说明% 报告书正式稿% 其他相关资料等-
138%质量管理体系档案

质量管理文件是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从事检测评价工

作的依据$ 也是机构内部的法规性文件-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控制程序$ 并对影响检测评价
工作的各种因素全面控制$ 因此产生的所有记录必须保存$
即质量手册% 程序文件% 作业指导书% 质量记录和技术记录
等均应及时归档-

质量管理人员负责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 投诉处理% 不

符合报告及纠正措施% 预防措施% 质量控制的归档工作$ 并
对按照质量控制体系的相关规定对质量和技术进行有效控制-
内审活动的记录% 内审报告% 不符合项纠正报告也由质量管
理人员归档- 质量管理人员还负责考核记录等的归档$ 以及
检测过程中全部质量控制记录等的归档-

质量管理人员于年底将收集% 整理的相关档案资料交给
档案管理员$ 由其对交付的档案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后进行
存档-
42结语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的过程$ 是档案形
成积累的过程$ 是加强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过程- 档案管理工
作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又可促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甲级机构综合管理的工作$
使得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活动中得到有序

开展$ 充分发挥档案管理工作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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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风率为 (7!+e$ 粉尘质量浓度分别为 ('67*!% &7+& -2@-+$
该袋式除尘器粉尘除尘率为 ""7$$e- 系统粉尘排放浓度为
!#7&! -2@-+$ 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作业环
境粉尘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浓度在通风除尘开启前后

分别为 !'7!& -2@-+% &7$$ -2@-+ 和 !&7'+ -2@-+% '7$$ -2@
-+$ 各降低了 #67**e和 6$7!$e$ 改造后钩尾框抛丸除锈机
作业环境粉尘浓度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62讨论
631%作业场所粉尘控制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操作室作业场所是控制粉尘逸散的关

键- 由于风量设计合理$ 所形成的速度场使作业点散发的粉
尘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作业场所空气中的粉尘浓度均符合国
家标准-
634%通风系统的平衡性

前后风管漏风率是影响通风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采用合理风管管径% 长度以及必要的风管风量$ 确保整
个系统的平衡$ 本次测试风管漏风率仅为 (7!+e$ 保证了良
好的通风除尘效果-
635%粉尘评价指标确定性

粉尘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是评价工作环

境与工人接触状况的重要指标$ 两者结合起来评价更为全面-
钩尾框抛丸除锈机粉尘个体采样更能反映工人实际接触水平-
为保持通风前后采样的一致性$ 本次采取了固定地点粉尘采
样- 结果发现$ 定点采样的粉尘浓度低于时间平均加权浓度$
粉尘短时间采样仅反映了车间钩尾框抛丸除锈机粉尘的总体

卫生状况-
636%含尘空气的净化

除锈箱吸出的粉尘$ 经净化后排入大气- 为了保证净化
效果$ 采用袋式过滤器过滤粉尘$ 除尘率为 ""7$$e$ 可有效
降低粉尘浓度$ 系统粉尘排放浓度为 !#7&! -2@-+$ 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 -

本次调查表明$ 某车辆段钩尾框抛丸除锈机运行车间$
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不同的防尘控污方法$ 有效地解除了现场
粉尘污染问题- 经过测试作业环境中粉尘浓度小于职业接触
限值$ 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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