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讨论

生产性粉尘作为燃煤电厂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 因

其较难控制， 现场检测超标率较高， 长期困扰着职业病防治

工作。 人体长期吸入过量的生产性粉尘可引起肺组织弥漫性

纤维化， 最终导致尘肺病， 严重损害劳动力和家庭稳定。
输煤系统是燃煤电厂产生粉尘危害最主要的系统之一，

其粉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物料输送落差产生诱导气流， 输送

设备密闭性差使诱导气流携带物料颗粒逸出产生扬尘； 地面

粉尘沉积， 未能及时清理， 由于设备振动和空气流动产生二

次扬尘。 该燃煤电厂通过对输煤系统防尘设施的整改， 输煤

系统生产现场粉尘浓度降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以下， 达到了

整改的目的。 提示同类企业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提高输送设

备的密闭性能， 选用先进的、 适合的除尘设施， 采用湿式作

业， 并加强防尘设施的日常维护， 提高管理水平， 完全可以

控制输煤系统粉尘危害的产生， 使输煤系统产生的粉尘浓度

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参考文献：
［１］ 叶炳杰  １０ 家燃煤电厂粉尘作业劳动卫生现状调查 ［ Ｊ］ ． 海峡预

防医学杂志， ２００２， ８ （３）： ４７⁃４８
［２］ 罗家滨， 张卫东  ２０１５ 年河南省 ５ 家燃煤电厂职业病危害现况分

析 ［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１６， ３２ （２１）： ２８９３⁃２８９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３０
作者简介： 孙冬雪 （１９６４—）， 女， 注册安全工程师， 从事职业安

全评价工作。
通信作者： 张雪艳， 副研究员， 从事职业防护与工效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ｙａｎ００１＠ １２６ ｃｏｍ。

火力发电厂输煤系统防尘设施常见问题及整改前后的对比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ｕ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孙冬雪１， 王会宁１， 张雪艳２

（１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要： 通过现场调查和职业卫生检测， 发现火力发电厂

输煤系统煤尘危害现状和防尘措施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并对

整改前后的工作场所粉尘浓度进行检测与分析。 结果显示，
粉尘超标岗位分布在皮带转接点、 破碎机、 筛分机、 煤仓间

或犁煤器、 给煤机等工作场所， 超标原因多为皮带转接点挡

帘破损、 无喷雾或喷雾效果不佳、 设备检修口封闭不严、 工

作场所缺乏定时清扫等。 企业应持续落实防尘 “八字方

针”， 合理有效配置防尘、 抑尘设施， 并加强日常检修和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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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火力发电厂是利用煤燃烧加热水生成蒸汽， 推动汽

轮机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的装置， 煤的处理与运输是其重要

工序。 输煤系统的煤尘危害较为严重， 各类防尘措施的落

实、 维护与管理不到位为主要原因， 如原料破碎筛分设备密

闭性能不佳、 抑尘设施运转不正常、 粉尘作业场所清扫不及

时等［１，２］ 。 为了解火力发电厂输煤系统煤尘危害及防尘措施

现状， 本文在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基础上， 选择 ３ 家

火力发电厂， 对其输煤系统煤尘工作场所及其防护措施进行

了检测与调查， 并对其整改前后的粉尘危害进行对比性

分析。
１　 内容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 ３ 家火力发电厂 （分别为企业 １、 企业 ２ 和企业 ３）
输煤系统的皮带、 皮带转接点、 碎煤机、 煤仓间等主要粉尘

防护设施和相关作业场所作为对象。 企业 １ 为 ２×３３０ ＭＷ 机

组， 企业 ２ 为 ２×３００ ＭＷ 机组， 企业 ３ 为 ２×２００ ＭＷ 机组。
１ ２　 方法与内容

通过现场调查和职业卫生现场检测， 发现火力发电厂输

煤系统防尘设施的主要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 采用对比分析

方法对整改前后的工作场所粉尘浓度进行检测与分析， 比较

防尘设施整改措施效果。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采取定点采样方法， 对 ３ 家企业输煤系

统的皮带输送、 皮带转接点、 碎煤机、 煤仓间等工作场所中

的粉尘进行短时间 （１５ｍｉｎ） 定点采样， 采样分 ２ 次进行，
防护措施调查与整改前和整改后各进行 １ 次采样。 每个检测

点每天采集 ２ 个样品， 连续检测 ３ ｄ， 共采集 ６ 个样品。 粉

尘检测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 ＧＢＺ ／ Ｔ １９２—
２００７ 第 １～ ５ 部分）。
２　 结果

２ １　 初测结果及发现的防尘措施问题

３ 家企业输煤系统超标岗位防尘设施问题详见表 １。 由表

２ 可见， 初检时火力发电厂输煤系统粉尘超标的岗位多分布

在皮带转接点、 破碎机、 筛分机、 煤仓间或犁煤器、 给煤机

等工作场所。
２ ２　 整改前后各工作场所粉尘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根据粉尘超标场所超标原因的分析， ３ 家企业分别对其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整改后工作场所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均明显低于整改前， 配对 Ｔ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０１）。 详见表 ２。

·８２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第 ３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表 １　 ３ 家企业输煤系统超标岗位防尘设施存在的问题

企业 超标岗位防尘措施存在的问题

企业 １ 筛煤时振动较大， 碎煤过程密封不良产生扬尘； 叶轮给煤
机洒水设施的洒水方式不当， 未形成雾， 防尘效果不佳；
滚轴筛、 碎煤机的检修口密闭不良， 导致煤尘外逸； 皮带
转接处的挡帘缺损， 导致粉尘外逸， 并降低了除尘器的除
尘效率； 输煤系统积尘过多， 导致二次扬尘

企业 ２ 皮带外部全封闭不好， 挡帘缺损； 落煤点无喷雾； 细碎机
未设负压装置； 工作场所未定时清扫

企业 ３ 除尘器整体效果不好； 皮带尾无喷雾， 挡帘破损； 工作场
所清扫不及时， 积尘过多

表 ２　 ３ 家企业整改措施及整改前后工作场所粉尘检测结果

企业 检测地点 样本数
最大值（ｍｇ ／ ｍ３）

初测 复测
整改措施

企业 １ １ 号皮带尾 ６ ４２ ５ ６ １
１ 号皮带头 ６ ３３ ９ ６ ５
４ 号皮带尾 ６ １１４ １ １２ ０
５ 号皮带尾 ６ ８６ ２ ２ １
５ 号皮带头 ６ ５９ ０ ４ ２

滚轴筛 ６ ４８ ５ １ ８
碎煤机 ６ １７ ６ ６ ９

皮带落煤点密闭， 加设排风设

施， 喷雾设施保持开启状态； 滚

轴筛、 碎煤机检修口更换软连接

密闭； 修复缺损挡帘

企业 ２ １０＃转运站细碎机 ６ １４ １ ０ ８
８＃皮带尾 ６ １３ ７ ０ ３

１＃皮带尾落料点 ６ １７ ２ １ ２
０＃皮带机头 ６ １１ ２ ０ ２
４＃皮带机尾 ６ １１ ０ ０ ２
４＃皮带机头 ６ １５ ２ ０ ２

皮带外部全封闭， 修复缺损挡

帘； 落煤点增设喷雾， 保持开启

状态； 细碎机口加装负压管； 工

作场所定时清扫， 防止积尘

企业 ３ 叶轮给煤机 ６ ９ ９ ５ ２
２ 号皮带尾 ６ ８ ８ ２ ８
３ 号皮带尾 ６ １１ ２ ３ ５
４ 号皮带头 ６ ８ １ ５ ４
５ 号皮带尾 ６ １１ ０ ４ ３

犁煤器 ６ ８ ５ ５ ３

除尘器整体检修； 皮带尾增设喷

雾抑尘设施， 修复破损挡帘； 工

作场所定时清扫， 防止积尘

Ｔ 检验 Ｔ＝３ ８３９　 Ｐ＝０ ００１

３　 讨论

我国多年总结的 “革、 水、 密、 风、 护、 管、 教、 查” 在

几十年的尘肺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火力发电输煤

系统的防尘在湿式作业、 源头密封、 通风除尘设施维护与管

理、 日常的监督检查等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 防尘 “八字方

针” 落实不力。
从本次结果可见， ３ 家火力发电企业输煤系统粉尘超标的

岗位多分布在皮带转接点、 破碎机、 筛分机、 煤仓间或犁煤

器、 给煤机等工作场所， 超标的普遍原因为皮带转接点挡帘破

损并缺乏及时维修、 无喷雾或喷雾效果不佳、 设备检修口封闭

不严、 产尘的工作场所缺乏定时清扫制度等， 针对上述问题整

改后， 工作场所粉尘浓度明显下降， 防尘效果显著提高。 这与

何玉红［３］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 火力发电企业输煤

系统煤尘危害较重， 普遍存在超标现象， 已有防护设施布置虽

较为合理， 但多数企业缺乏日常检修与维护制度或疏于其有效

的运行管理， 导致这些防护设施因缺乏运行维护经常出现破

损、 失效现象； 部分企业未按国家相关法规、 标准要求采取污

染源密封、 喷雾抑尘、 负压通风等有效防护措施， 导致粉尘外

逸现象严重。 建议火力发电企业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日常管

理， 建立、 健全并有效实施日常检修、 维护制度， 确保职业病

防护设施正常有效运行。 企业应持续落实防尘 “八字方针”，
合理有效配置防尘设施是做好尘肺病防治的前提条件； 并依据

国家相关规定加强针对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这是做好

尘肺病防治工作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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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症， 其他中毒患者或伴有职业性哮喘、 肺水肿、 中毒性
视神经炎、 神经性耳聋、 皮肤黑变病等； ２１ 例其他职业病患
者为职业性哮喘 （７ 例）、 职业性化学性气管支气管炎 （１
例）、 棉尘病 （１ 例）、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 （３ 例）、 职业性皮
肤黑变病 （１ 例）、 职业性噪声聋 （３ 例）、 职业性森林脑炎
（２ 例）、 职业性放射病 （３ 例）， 主诉均有相应临床症状多
年， 且有明确的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史， 并已做出相应职业
病诊断， 符合职业病患者住院指征。

目前，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职业性有
害因素种类多、 分布广， 职业卫生需求两极分化严重， 主要
矛盾 （尘毒危害） 与次要矛盾 （职业效能、 心理健康等） 并
存； 劳动者对 《职业病防治法》 知晓率偏低， 用人单位职业
卫生防护工作开展不到位， 相关部门职业卫生监管体制不完
善； 职业病诊断机构鉴定能力不足、 报告体系不健全， 职业
病治疗手段有待提高， 职业病救济制度有待完善［８，９］ 。 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 吉林省职业病患者直接经济损失巨大。 因此，
只有及时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 降低
职业病发病率， 才能减少职业病造成的经济损失， 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 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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