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尘器清理工作场所积尘， 并定期对除尘器进行清理， 清理时

应尽量采取湿式作业， 称量及转移粉末原料时尽量避免扬尘，
佩戴防尘口罩、 橡胶手套， 避免误食等。 （２） 磨床操作工接

触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超标， 应选用透明隔声板在不影响操作的

情况下， 将磨床与作业人员进行适当的阻隔， 减少直接暴露，
采取佩戴护耳器或减少作业时间等控制措施， 必要时可在机

加区上方悬吊吸声块。 （３） 硬金属肺病潜伏期为 ５ ０ （３ ０ ～
２０ ０） 年［６］ ， 因此应关注接触钨钼工龄较长者的职业健康监

护结果。 （４） 现行的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
２０１４） 中并无针对钨钼的体检项目， Ｂｒｏｄｉｎｇ 等［７］ 研究表明，
作业人员尿钨与工作场所空气中钨的浓度具有较强相关性，
在进行职业健康监护时应关注血钨和尿钨的含量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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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炼化企业化验分析岗位职业病危害及防护措施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ｏ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李佳１， 周盛大２

　 　 （１ 江西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安全科研标准所 ／江西省工业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０； ２． 江西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业卫生监管处，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０）

　 　 摘要： 某炼化企业化验分析岗位通过采取改造职业病防

护设施、 完善 ＨＳＥ 管理体系等措施，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浓度明显下降， 均低于行动水平 （１０％ ～ ５０％ ＰＣ⁃ＳＴＥＬ）；
改造后化验人员白细胞 （ＷＢＣ） 初检结果异常率明显降低，
２０１５ 年 ＷＢＣ 偏低率＜１％。 该企业化验分析岗位所采取的防护

措施有效。
关键词： 炼化企业； 化验分析； 职业危害； 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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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４８－０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２９
我国有近 ２ ０００ 万家的企业存在着有毒有害的化验分析专

业工作， 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影响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１］ ，
因此该项工作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和防护尤为重要。
本文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某大型炼化企业化验分析岗位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进行了调查， 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某大型炼化企业化验分析岗位及其操作人员作为研

究对象， 收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

据和职业健康监护资料， 并对其防护措施进行分析。
１ ２　 方法

在正常工作状态和环境下，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

物质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

物质测定》 （ＧＢＺ１６０—２００４） 等标准进行现场采样和检测。
该企业化验分析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苯系物、 汽油

等化学物质［１～３］ 。 定期在样品间、 油品室、 色谱室等布点检测

苯、 甲苯、 二甲苯和汽油的浓度， 采集的样本个数为改造前

５７ 个、 改造后 ６５ 个， 均采取定点短时间的采样方式， 无泄漏

密闭采样。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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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

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ＧＢＺ ／ Ｔ１９４—２００７）、 《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１—２０１０） 等对检测结果、 防护措施

进行分析与评价。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防护设施改造

２ １ １　 通风系统改造 （新风 ／排风 ＤＤＣ） 　 实验室采用全

新风组合式机组可变风量运行的方式送入新风， 办公区采用

定风量送新风， 新风量保证每人＞３０ ｍ３ ／ ｈ 及保持室内 ８～１０ Ｐａ 正

压所需的送风量。 全楼采用微负压 ＶＡＶ 控制， 实验室保持

－１０～ －５ Ｐａ 的负压， 通过集控手段和变频控制技术排放有毒

有害气体， 室内仅单向排风。 在样品柜、 化验分析点分别设

置通风柜 （含落地式）、 排风试剂柜、 桌上型通风房、 原子吸

·８４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３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２　 　



收罩、 万向抽气罩等排风设施， 实验室换气约１２ 次 ／ ｈ。
２ １ ２　 其他设施　 所有试剂柜、 样品柜均采用通风柜， 以免

有毒有害气体的积聚。 有废气产生的设备上方设置抽气罩、
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供给的可燃气体设置紧急切断系统、 应

急喷淋洗眼器。
标签打印、 采样、 信息回传、 样品流转、 留样领用、 残

液处置、 留样归还及处置等实现全过程控制。 将常规采样器

改为密闭采样器。
２ ２　 完善 ＨＳＥ 管理体系

２ ２ １　 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该企业制定了 《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 明确职业危害告知、 职业健康监护、 设施及场所职

业危害因素监测、 监督考核等关键控制节点的管理要求。 明

确苯系物、 汽油等化学毒物的防护要点。 尤其在所有涉及苯

系物工作场所张贴规范的职业病警示标识， 并进行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结果告知。
２ ２ ２　 增强职工职业卫生防护意识　 连续 ３ 年开展 “我要安

全” 活动， 定期对职工进行 “预防为主” 的观念教育， 掌握、
识别及防护工作场所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开展职业卫生知

识讲座、 职业卫生防护用品的使用等培训教育活动， 进一步

增强职工的职业卫生自我防护意识和技能。
２ ２ ３　 职业危害岗位调查　 重点对涉苯岗位的工作范畴、 接

触苯的分析项目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 并作为职工职业健康

检查和监护的依据， 同时明确不同岗位所需的防护措施和监

控手段。 对有职业禁忌证的职工、 己婚怀孕和哺乳期的女职

工进行调查和备案， 及时进行岗位调整。
２ ２ ４　 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佩戴使用及更新　 收集工作人员

对劳动防护用品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并积极推广使用效果更

好的个人防护用品， 如丁腈手套、 防苯专用手套和进口防毒

口罩、 滤盒等， 减少有毒有害物质对职工的职业健康损害，
满足职工对职业卫生防护用品日益增高的防护需求。
２ ３　 有害物质检测

该企业改造后化验分析实验室中的各有害物质浓度均有

明显下降， 浓度均低于行动水平 ［１０％ ～ ５０％ ＰＣ⁃ＳＴＥＬ （短时

间接触容许浓度） ］ 且符合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的要求， 即改造后

的防护设施有效。 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化验分析实验室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检测

项目

改造前 改造后

样本数 ｘ±ｓ 超标数 样本数 ｘ±ｓ 超标数
ＰＣ⁃ＳＴＥＬ

苯 ５７ ０ ５９±０ ６０ ４ ６５ ０ ０１±０ ０２ ０ １０

甲苯 ５７ ０ ４０±０ ５６ ２ ６５ ０ ０２±０ ０４ ０ １００

二甲苯 ５７ ０ ６７±０ ５３ ０ ６５ ０ ０４±０ ０５ ０ １００

汽油 ５７ ２ ８０±０ ５３ ０ ６５ ０ １３±０ ２１ ０ ３００

２ ４　 实验室化验人员白细胞 （ＷＢＣ） 指标变化

长期接触苯系物对造血系统造成损害， 可导致 ＷＢＣ 减

少， 汽油亦可引起血中 ＷＢＣ 等血细胞的减少。 ＷＢＣ 计数持续

或基本＜４×１０９ ／ Ｌ 即视为检查结果异常。 改造后实验室化验人

员 ＷＢＣ 初检结果异常率明显降低， ２０１５ 年 ＷＢＣ 偏低率＜１％。

见表 ２。
　 　 表 ２　 实验室改造前后化验员白细胞指标变化

时间 ／ 年份 检查人数
ＷＢＣ 偏低

例数 ％

改造前　 ２００９ ２５９ １７ ６ ５６

　 　 　 　 ２０１０ ２５３ ２０ ７ ９１

　 　 　 　 ２０１１ ２５１ １０ ３ ９８

　 　 　 　 ２０１２ ２５０ ３１ １２ ４

　 　 　 　 ２０１３ ２５２ ２１ ８ ３３

改造后　 ２０１４ ２１４ ６ ２ ８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３ ２ ０ ９９

３　 讨论

本次对该企业化验分析岗位职业卫生调查结果显示， 化

验室操作人员是高风险作业人群。 排除个体因素， 导致化验

员职业健康损害的原因为 （１）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次数多、 时

间长。 样品的采集、 分析过程及使用的试剂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挥发， 尤其经常接触到苯及苯系物， 可通过呼吸道吸入、
胃肠及皮肤吸收的方式进入人体。 （２） 实验室通风设施设置

不合理、 通风效果不理想。 老式屋顶风机排风， 气流组织紊

乱， 新风仅靠门窗自然吸入。 （３） 未按功能进行分区。 （４）
未安装固定洗浴和应急喷淋洗眼设施。

该企业通过改造职业病防护设施、 完善 ＨＳＥ 管理体系等

防护措施， 工作场所中有害物质浓度明显下降， 化验员 ＷＢＣ
偏低率也明显降低。 但苯属于高毒物品， 甲苯、 二甲苯亦具

有一定的毒性， 因此实验室人员在采样、 分析时应做好个体

防护［４］ 。
针对本次调查结果， 应进一步改进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建议对实验室的内外环境、 化验员使用的分析仪器进行专业

化管理， 在有毒有害样品进行无害化处置等方面进行统一要

求； 分析仪器和设备等向自动化改造， 减少工作人员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的时间， 同时降低化验分析人员的工作强度； 加

强通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５，６］ ， 保证通风排毒效果， 确保工

作场所卫生条件满足标准要求， 保障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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