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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焦化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报道)" '̀* % 主

要为备煤工段的粉碎机安装除尘器( 导烟车配合地面除尘站
等措施% 但实际情况仍存在粉尘( 焦炉逸散物超标问题'

该焦化企业煤棚为敞开式% 铲车行驶于煤场% 铲车室窗
户玻璃破损% 煤场周围虽装有水喷雾% 但疏于维护% 喷头堵
塞' 采取干预措施后铲车室窗户安装玻璃% 维护煤场周围装
有的水喷雾设施% 定时喷水% 以防粉尘扬散% 铲车室内的粉
尘浓度由 $%=# 0FD0, 降到 ,=, 0FD0,% 效果明显' 皮带尾部
转载点存在落差% 导致扬尘% 皮带转载点未安装水喷雾或除
尘器% 皮带廊地面的积尘会引起二次扬尘% 通过皮带尾安装
水喷雾( 除尘器% 输煤皮带廊安装地面水冲洗设施等干预措
施后% 粉尘浓度明显下降% 效果较好'

导烟车在炉顶行驶% 导烟车的抽风罩口和炉顶的孔口
对接不严密%造成含有焦炉逸散物的荒煤气从缝隙中逸散到炉

顶' 采取导烟车的抽风罩口和炉顶的孔口对接密闭化% 增加
焦炉顶部上升管内的负压% 增加除尘风机的风量等干预措施
后% 导烟车室( 炉顶的焦炉逸散物浓度分别由 #=,@ 0FD0, 降

到 #=#$( 0FD0,( #=,% 0FD0, 降到 #=#$, 0FD0,'
本次分析结果提示% 采取干预措施能够有效降低焦化企

业工作岗位存在的粉尘及焦炉逸散物的浓度% 从而降低作业
工人发生尘肺病和肺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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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设计资料综合分析及风险评估的方法% 对某
污水处理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 该项目生产中可能涉及
硫化氢( 甲硫醇( 氨( 二氧化碳( 臭氧( 噪声( 工频电场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 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职业危害
风险防范的关键控制点为接触硫化氢的污水泵站内维护( 检
修等巡检岗位% 应从岗位工程技术( 职业卫生管理和操作规
程( 应急救援措施等方面加强规范管理% 切实保护职工健康'

关键词! 污水处理" 职业病危害因素" 风险评估"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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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源头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对某污水处理项目可

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进行识别( 分析与评价%
确定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类别% 并提供必要的职业病危害
防护对策和建议'
!"内容与方法

以该建设项目的设计图纸( 可行性研究报告( 环境影响
报告为依据% 对建设项目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对相应岗位拟采取的防护设施以及应急救援措施等进行评价'

风险评估! 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效应评估是根据作业人
员接触毒物的危害等级和暴露水平来确定风险高低' 健康效
应等级取决于毒物的毒理性质及对人体的损害水平来确定"

暴露水平则取决于暴露频率( 暴露强度( 每周工作时间( 每
次暴露平均持续时间' 本研究的风险评估是对某项目提供的
设计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并根据风险矩阵进行量化的
评估)$%"* '
$"结果
$#!!概况

该项目为新建污水处理项目% 包括规划拟建的 , 座污水
泵站及其配套工程' 每座污水泵站均由进水闸门井( 主泵房(
出水压力井( 计量闸阀井( 变配电间( 管理用房组成' 每座
污水泵站中另设置管理用房% 集变配电( 控制( 值班( 休息
等功能于一体'
$#$!工艺流程

总工艺流程详见图 $%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工艺流程是回旋
式格栅除污和污水泵进行污水提升排出' 除臭工艺主要包括!
含臭废气收集( 处理% 离子氧除臭系统运行( 维护( 清洗'

图!!生产工艺流程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原因及存在岗位!见表 $'

表!!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原因及存在岗位

作业区域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原因和工作方式

污水管道及污水池 硫化氢( 甲硫醇( 氨 污水管道内的有机物腐败

污水泵站 噪声 污水泵( 压榨机等设备运转

泵站内及格栅间 臭氧( 二氧化碳( 噪声 离子氧除臭设备运转

变配电间 工频电场( 噪声 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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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业病危害分析!该项目污水泵站提升系统以污
水处理和除臭为主% 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硫化氢(
甲硫醇( 氨( 臭氧( 二氧化碳( 噪声等'

长时间接触噪声可引起噪声聋" 硫化氢( 甲硫醇( 氨(
臭氧为刺激性气体% 会对呼吸系统( 皮肤及眼部黏膜产生一
定的刺激作用% 并可导致化学性肺水肿' 硫化氢是一种急性
剧毒物质% 吸入少量高浓度硫化氢可于短时间内致命" 低浓
度的硫化氢对眼( 呼吸系统及中枢神经都有影响' 低浓度二
氧化碳对呼吸中枢有兴奋作用% 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
麻醉作用% 致机体缺氧窒息死亡'

根据该项目的生产工艺和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分为
污水处理系统和除臭系统两个评价单元'
$#%#$#!!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对现场管理要求较
低% 所有机械设备均配套就地控制箱% 对机械动力设备的控
制分为自动与手动两种方式' 人员作业主要为巡检% 每班至
少巡检 "次% 每次 $# $̀% 02>% 虽作业时间较短% 但也存在一
定的风险% 故巡检时应加强个人防护'

生活污水中常含有各种病原微生物' 该项目为污水提升
泵站% 进出水井( 泵房集水井( 水泵起吊孔等构筑物均有盖
板封闭% 污水不直接接触人体' 常规设备维修时将设备起吊
至地面% 工作人员须穿戴工作服( 工作帽( 口罩和手套等防
护用品" 井下作业时% 须穿戴潜水服和防毒面罩等% 避免人
体直接接触污水' 管理用房内常备消毒液% 操作人员在完成
作业后立即采取淋浴( 消毒等措施进行卫生防护'
$#%#$#$!离子氧除臭系统!该项目离子氧除臭系统设备自
动运行% 无须人工操作% 可采用远程或就地两种方式% 并有
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模式' 虽然危害物质接触机会较少% 但
不能完全排除人员手动控制时接触臭氧( 二氧化碳的可能%
操作须按照作业规程% 同时做好个人防护'
$#&!职业病危害定性风险评估及关键控制点

该项目生产中可能涉及硫化氢( 甲硫醇( 氨( 二氧化碳(
臭氧( 噪声( 工频电场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中可能涉及
的硫化氢具有中等职业危害风险% 二氧化碳( 噪声( 工频电
场具有较小职业危害风险% 其余职业病危害因素具有可忽略
的职业危害风险' 见表 "'

表$!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评估

有害因素!! 健康效应等级 暴露影响等级 风险程度

硫化氢 高 可忽略 中

甲硫醇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氨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二氧化碳 中 可忽略 低

臭氧 低 可忽略 可忽略

噪声 中 可忽略 低

工频 中 可忽略 低

氨和硫化氢为高毒物品' 该项目泵站为 "' 5 连续运行%
人员作业主要为巡检% 每班至少巡视 " 次% 每次 $# $̀% 02>%
其余时间在管理用房控制室内监控管理' 虽然作业时间较短%
接触危害机会少% 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不能完全排除人员
维护( 检修及手动控制时接触化学毒物的可能' 该项目职业

危害风险防范的关键控制点为涉及硫化氢的污水泵站内维护(
检修等巡检岗位'
%"讨论

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在设备维护与检
修时有发生重大职业病中毒事故的可能性' 根据该项目风险
评估结果结合关键控制点% 提出以下针对性风险控制对策'
%#!!职业病危害防护技术措施

污水处理方法按类型可大致分为物理法( 化学法( 物理
化学法和生物法四大类% 目前% 很多城市污水处理都采用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方法相结合的处理方式% 以达到较好的污水
处理效果),* '

该污水处理项目主要涉及物理法和化学法两种' 针对项
目污水处理特点% 建设方在施工过程中应认真落实可行性研
究报告中明确的防护设施' 隔离罩内排风罩口及排风管内离
子氧除臭系统必须遵循 ,形式适宜( 位置正确( 风量适中(
强度足够( 检修方便- 的设计原则% 罩口风速或控制点风速
应足以将发生源产生的毒物吸入罩内% 确保达到高捕集效率'
项目投产后% 应加强防护设施的保养和检修% 定期清理维护%
确保其正常( 有效运转'
%#$!个体劳动防护用品

应根据作业场所的实际情况% 为劳动者配备防毒口罩(
防护镜和防护手套' 设备发生故障如需到现场处理时% 应按
操作规程% 随身携带手提式毒物检测仪进行毒物浓度监测%
并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等相关防护用品后方可进行作业" 在硫
化氢浓度较高的情况下采用正压供气式防毒面罩' 建立个人
防护用品的配置和发放制度% 督促指导工人正确佩戴个人劳
动防护用品% 切实保障工人职业健康'
%#%!应急救援

应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制定完善并落实职业卫生应急救援

预案' 根据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第二十
五条的规定% 建立密闭空间作业的准入制度% 规定密闭空间
作业时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并组织专家评审% 报主管安监部
门备案' 定期演练% 使应急救援程序和措施具有实时可操作
性% 在发生事故时能迅速( 准确( 有条不紊地处理和控制事
故风险% 将损失和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该项目生产现场配
置急救药箱应定期检查更换% 以确保发生事故时人员能顺利
撤离现场并得到及时救治'
%#&!针对硫化氢的防护措施

在含硫化氢设备区域作业的人员% 上岗前必须接受硫化
氢中毒及救护知识的教育培训% 并经考试合格方准上岗' 通
过培训增强职工的自我防范意识% 使其掌握事故现场急救要
点% 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

泵房集水井内及泵站应安装硫化氢报警装置% 并在管理
用房内配置手提式硫化氢报警装置% 在工作人员巡视时使用'
必须设专人定时监测作业环境中的硫化氢浓度' 对因物料或
操作条件发生变化致使硫化氢浓度超过 $# 0FD0, 时% 应分析
超标原因% 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护措施' 通风是控制有害
气体浓度的有效办法' 当大量硫化氢泄漏时% 应迅速离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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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场所% 并一边采取通风措施降低有害气体浓度% 一边戴好
防毒器具进行操作堵漏% 以防中毒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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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法在某镍镉电池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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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职业病危害分级法对某镍镉电池建设项目超
标岗位进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该项目镉超标率 @(=% %̂
其它职业病危害因素合格率 $## '̂ 岗位镉危害分级% 负极拉
浆$级% 负极配料( 裁片( 清粉( 点极耳( 贴胶布( 卷绕"
级' 该项目镉危害未得到有效控制% 应以分级结果作为控制
效果评价结论的依据'

关键词! 职业病危害" 分级法" 镍镉电池" 控制效果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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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中对超标作业

岗位的评价仅用超标及超标倍数来表述)$ '̀* % 这样给建设方
和安监部门的竣工验收带来困扰' 最近我们在某镍镉电池生
产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中% 应用 .职业病危害评价
通则/ #BkD\@##@&"#$,$ 中职业病危害分级法对超标作业
岗位的镉危害进行了评价'
!"对象和方法

运用工程分析及现场调查% 识别某年产@ ###万只镍充电
电池新建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 根据国家检
测规范和方法% 对该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系统检
测% 对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标准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
岗位按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NRLD\""-="&
"#$#$ 进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和管理'
$"结果
$#!!使用的原辅材料( 工艺流程!该项目使用的原辅材料有
氧化亚钴( 海绵镉( 氢氧化亚镍( 泡沫镍( 镍带( 氧化镉(
石墨( 乙醇( 二甲苯( 钢带( 氢氧化钠( 钢壳( 进口隔膜纸%
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

图!!主要工艺流程

$#$!各评价单元岗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
通过现场调查和工程分析%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

害有镉( 镍( 钴( 二甲苯( 氢氧化钠( 石墨粉尘( 噪声等%
各评价单元岗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见表 $'

表!!各评价单元及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评价单元 岗位 主要设备!!!!! 职业病危害因素

正( 负极制片 配料 搅拌机 镉( 镍( 钴( 石墨粉尘( 噪声

拉浆( 烘干 拉浆机

切大( 小片 切片机

分档( 清粉 #手工$

点极耳( 压毛刺 自动点焊机

贴胶布 自动贴胶机

装配 卷绕 卷绕机 镉( 镍( 钴( 噪声

冲槽抹油 自动滚槽涂胶机 二甲苯( 噪声

点焊 自动点焊机 镉( 镍( 钴( 噪声

注液封口 注液封口机 氢氧化钠

包装 化成 化成柜 射频辐射

包装 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
本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见表 "' 镍( 钴(

二甲苯( 氢氧化钠( 石墨粉尘( 噪声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除
装配单元点焊岗位外% 其他 ( 个作业岗位的镉浓度均超过国
家职业接触限值'

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0FD0,

职业病危害因素 岗位数 @\hB @_\.* 超标倍数

石墨粉尘 $ #=%( #̀=-( #=,, $̀=$, #

氢合金粉尘 " #='" #̀=(' #=,, #̀=-, #

氧化镉 @ #=#"" #̀=,(% g#=##" #̀='(# (

氢氧化亚镍 ( g#=#$, #̀=-"% g#=#$, $̀=-'# #

氧化亚钴 $ #=#,# #̀=#,, #=#$" #̀=#)" #

氢氧化钠 $ & #=#-# #̀=,(# #

二甲苯 $ g,=%' g#=#,, ,̀=%'# #

噪声 $) ('=, @̀'=%<R#B$ &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年 '月第 "-卷第 "期!!a52>P:P+Y>< ZP<!BKW23"#$)% dS3?"- 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