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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职业卫生调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

健康检查等方法对广东省 ４ 家煤码头的职业病危害现状进行

分析。 结果显示， 煤码头皮带巡检工接触煤尘浓度超标， 超

标率为 ５０％； 皮带巡检工、 清舱工噪声暴露强度超标， 超标

率分别为 ２５％和 １００％。 提示煤码头职业危害状况不容忽视，
主要职业病危害为煤尘、 噪声和高温， 企业应采取相应的职

业病危害防控对策。
关键词： 煤码头； 职业病危害； 健康状况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５－０４０２－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２３
近年来， 根据国家能源建设的需要， 煤码头建设得到了

迅速发展。 随着煤码头作业人员的增加， 煤尘、 噪声、 夏季

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影响逐渐得到了重视。
本文对煤码头的职业病危害现状进行了职业卫生调查和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煤码头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和防治对策提供

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投产的广东省 ４ 家煤码头工作场所及

其作业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１ ２　 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健

康检查和常用统计学等方法对煤码头基本情况， 包括生产规

模、 原辅材料、 生产工艺、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职业病防

护设施等基本信息；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包括工作场

所空气中煤尘、 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 防护设施

及超标原因； 煤码头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情况等进行调查

与分析。

１ ２ １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自制调查表格， 采用访谈和填表

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 ４ 家煤码头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识别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 调查信息主

要来自于企业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者。
１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ＧＢＺ ／ Ｔ１９２）、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定 　 第 ８ 部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９）。 采样仪器包括大气采样仪、 声级计等， 使用

的仪器均按标准校正。
１ ２ ３　 职业健康检查 　 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 规定， 对 ４ 家煤码头接触煤尘、 噪声和高温的作业

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 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暴露情况和作业人员的健康状况采用描述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工艺过程主要为煤船→桥式抓斗卸船机→带式输送机→
转运站→带式输送机→后方堆场； 主要设备包括卸船机、 带

式输送机等。 ４ 家煤码头基本情况见表 １。 煤码头岗位设置及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见表 ２。
表 １　 ４ 家煤码头基本情况

码头 建设规模 建设时间 清舱方式

Ａ ４ 个， ３０００ｔ ２０１２ 年 人工

Ｂ ２ 个， ７ 万 ｔ ２０１５ 年 轮式装载机或履带式推耙机

Ｃ １ 个， ５ 万 ｔ ２０１４ 年 装载机

Ｄ １ 个， ５ 万 ｔ ２０１２ 年 装载机

表 ２　 岗位设置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存在环节　 　 　 作业方式　 　 　

卸船机司机 煤尘、 噪声 卸船机驾驶室 驾驶室操作

皮带巡检工 煤尘、 噪声、 高温 码头前沿、 皮带机 现场巡检作业

清舱工 煤尘、 噪声、 高温 煤舱 现场清舱操作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４ 家煤码头煤炭沉降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１ ２３％ ～
９ ６１％， 均低于 １０％ （按煤尘识别）。 卸船机司机和清舱工采

用个体采样， 卸船机司机共采集 １２ 个粉尘样品， ５ 个噪声样

品； 清舱工共采集 ６ 个粉尘样品和噪声样品。 皮带巡检工采

用定点采样， 共设置 １１ 个检测点， 采集了 １１０ 个样品。
卸船机司机和清舱工接触煤尘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

要求； 皮带巡检工接触煤尘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符合职业

接触限值的要求， 但部分工作场所煤尘超限倍数超标， 岗位

超标率为 ５０％， 见表 ３。 卸船机噪声暴露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

值的要求， 皮带巡检工、 清舱工噪声暴露强度超标， 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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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２５％和 １００％， 见表 ４。 Ｂ 码头皮带巡检工接触高温的

ＷＢＧＴ 指数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见表 ５。
表 ３　 各岗位煤尘检测结果

岗位
ＣＴＷＡ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总尘 呼尘 总尘 呼尘

超标率

（％）

卸船机司机 ０ ２～０ ９ ＜０ １６～０ ２２ — — ０

皮带巡检工 ０ ２～０ ９ ＜０ １７～０ ２９ ０ ５３～３ ４５ ０ １２～２ ０４ ５０

清舱工 ０ ５～１ ２ ＜０ １３～０ ２９ — — ０

注： 煤尘 ＰＣ⁃ＴＷＡ 总尘和呼尘分别为 ４ ｍｇ ／ ｍ３和 ２ ５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

数为 ２

表 ４　 各岗位噪声暴露强度测量结果

工种
等效声级

ＬＥＸ，８ｈ［ｄＢ（Ａ）］
职业接触限值

ＬＥＸ，８ｈ［ｄＢ（Ａ） ］
超标率 （％）

卸船机司机 ７０ ９～７９ ８ ８５ ０

皮带巡检工 ８３ ７～８８ ５ ８５ ２５

清舱工 ８６ ４～９２ ２ ８５ １００

表 ５　 高温测量结果 （Ｂ 码头）

工种 测量部位
ＷＢＧＴ 指数

（℃）
平均 ＷＢＧＴ 指数

（℃）
职业接触限值

（℃）

皮带巡检工 头 ３０ ２

腹 ３０ １ ３０ ２ ３３

踝 ３０ ３

２ ３　 职业病防护措施

４ 家煤码头对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均设置相应的防尘、 降

噪、 防暑降温措施， 详见表 ６； 各超标原因见表 ７。
表 ６　 煤码头职业病防护措施设置情况

码头 防尘 降噪 防暑降温

Ａ

选用闭合效果好的抓斗， 卸船机料斗

上方设喷雾抑尘装置； 皮带机设防尘

挡板， 皮带尾落料槽处设置密闭式排

风罩； 落料口设喷雾抑尘装置； 转运

站设置袋式除尘器及水力清扫设施

安装时设置

减振基础

卸船机驾驶室和休息室装置

空调； 皮带巡检工巡检时间

较短； 司机驾驶室装置空调；
尽量避开高温时间段作业；
夏季高温季节提供清凉饮料

Ｂ

船舱喷水降尘； 受料漏斗装有回尘挡

板和喷雾抑尘装置； 转运站设置滚筒

式除尘器， 输送皮带落料处均设置密

闭式排风罩、 挡帘及喷雾抑尘装置；
码头前沿及皮带廊道均设置洒水装置；
清舱作业时， 避免人机混合作业

安装时设置

减振基础

卸船机、 清舱推耙机、 门机等

的驾驶室安装空调； 现场办公

室、 操作间等配备空调； 码头

装卸船时尽可能避开高温时

段； 给工人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及藿香正气等必要药品

Ｃ

卸船机选用闭合严实的抓斗， 受料斗

的大小与抓斗匹配， 受料漏斗装有回

尘挡板和喷水抑尘装置； 皮带机中部

两侧设备挡风板； 转运站设置袋式除

尘器， 转载点设密闭式排风罩和喷雾

抑尘装置； 码头前沿、 道路和皮带机

栈桥设置水冲洗装置

安装时设置

减振基础

各类装卸机械和流动机械驾

驶室配备空调； 设置工人休

息室且配备空调； 夏季高温

季节提供清凉饮料

Ｄ

选用密封效果好的抓斗， 卸船机料斗

上方设喷雾抑尘装置； 皮带落料处设

置除尘罩和喷雾抑尘装置； 转运站设

置袋式除尘器及水力清扫设施

安装时设置

减振基础

卸船机配备空调； 设置工人

休息室且配备空调； 夏季高

温季节提供清凉饮料

表 ７　 煤码头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原因

岗位 超标因素 存在环节 超标原因分析

皮带巡检工 煤尘 物料转运

除尘器除尘效果较差； 皮带尾密封效果不良； 物

料转运环节未设置喷雾抑尘设施或者喷雾抑尘设

施未启动； 地面和设备表面存在积尘， 但未按照

要求及时进行清扫， 设备运行及码头风力较大时

易引起二次扬尘

噪声

电机运行

物料转运

卸船机运行

电机、 卸船机运行过程噪声较大， 且多台卸船设

备同时开启造成噪声叠加

清舱工 噪声 机械清舱
清舱作业时人员位于舱内配合机械作业， 舱内结

构造成拢音

噪声 人工清舱 抓斗机在工作过程与船舱底部碰撞产生噪声强度较高

２ ４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４ 家煤码头均按照要求为作业人员配备了个人防护用品。
见表 ８。

表 ８　 各岗位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码头 岗位　 　 　 　 　 防护用品　 　 　 　 　 　

Ａ 卸船机司机 ３Ｍ７５０１ 防尘口罩

皮带巡检工 ３Ｍ１１１０ 防噪声耳塞

清舱工 ３Ｍ３２００ 防尘口罩、 赛盾防噪声耳塞

Ｂ 卸船机司机

皮带巡检工
３Ｍ９００１ 防尘口罩

清舱工
３Ｍ Ｅ Ａ ＲＴＭ３４０⁃４００４ 防噪声耳塞

Ｃ 卸船机司机、 清舱工
３Ｍ３７００防尘口罩、 ３Ｍ１２５０防噪声耳塞

皮带巡检工

Ｄ 卸船机司机 ３Ｍ９００２Ａ 防尘口罩

皮带巡检工 ３Ｍ１１１０ 防噪声耳塞

２ ５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４ 家煤码头均组织作业人员进行了粉尘、 噪声、 高温在岗

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各岗位均未发现与职业接触相关的异

常检出结果。 见表 ９。
表 ９　 各岗位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码头 岗位 危害因素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体检结果

Ａ
卸船机司机

皮带巡检工
粉尘、 噪声、 高温

８
４

８
４

未发现与职业接触相关的

异常检出结果

清舱工 ４ ４

Ｂ 卸船机司机

皮带巡检工

清舱工

粉尘、 高温

粉尘、 噪声、 高温

粉尘、 高温

１７
１２
１０

１７
１２
１０

２ 名皮带巡检工听力异

常， 经复查后可继续从

事原岗位作业

Ｃ 卸船机司机、
清舱工

粉尘、 噪声 ６ ６ 未发现与职业接触相关

的异常检出结果

皮带巡检工 粉尘、 噪声 １２ １２

Ｄ 卸船机司机

皮带巡检工

粉尘、 噪声、 高温 １０ １０ 未发现与职业接触相关

的异常检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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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煤码头是煤炭运输的重要环节， 运输过程存在煤尘、 噪

声、 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且均有不同程度超标现象。 李

旭东等［１］对煤码头职业病危害调查研究显示， 煤码头皮带巡

检工、 推耙机司机接触煤尘的浓度以及噪声暴露强度超标；
李小平等［２］对重庆某码头职业病危害调查研究显示， 煤码头

皮带巡检工接触煤尘的浓度超标。 本次调查显示， 皮带巡检

工接触煤尘的超限倍数超标， 岗位超标率为 ５０％； 皮带巡检

工、 清舱工噪声暴露强度超标， 超标率分别为 ２５％和 １００％，
与上述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似。 提示企业应加强煤尘、 噪声超

标岗位的治理。
本次调查的 ４ 家煤码头防尘设施基本相同， 煤尘超标原

因主要包括 （１） 除尘器除尘效果较差， 皮带尾密封效果不

良， 除尘设施设置不合理或维护不及时， 与盖广波的研究结

果相似［３］ 。 （２） 物料转运环节喷雾抑尘设施未启动， 主要是

喷雾影响物料的含水量和称重导致企业未投用喷雾抑尘设施。
有研究显示， 干雾抑尘作为一种新兴的防尘技术， 适用于无

组织排放、 密闭或半密闭环境的防尘， 效果良好［４～７］ 。 （３）
地面和设备表面存在积尘， 且未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清扫， 设

备运行及码头风力较大时易引起二次扬尘。 因此， 企业应关

注物料转运环节的除尘设计， 加强除尘设施的维护， 确保正

常使用， 同时推广使用新的防尘技术， 改善工作场所的环境，
及时清理地面和设备表面的积尘， 减少二次扬尘。

４ 家煤码头降噪设施基本相同， 噪声超标原因主要为电

机、 卸船机运行过程噪声较大， 且多台卸船设备同时开启造

成噪声叠加； 人工清舱主要是由于抓斗机在工作过程与船舱

底部碰撞产生噪声强度较高； 机械清舱主要是人员位于舱内

配合机械作业， 舱内结构造成拢音。 企业应关注高噪声岗位

的降噪设计， 并且加强人员的个体防护。
４ 家煤码头均为接触煤尘和噪声的作业人员配备符合要求

的防尘口罩和防噪声耳塞， 配备的防护用品与接触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相适应， 防尘口罩的指定防护因数大于危害因数，
防噪声耳塞的实际降噪值可满足防护需求。

４ 家煤码头采取的防暑降温措施相似， 如卸船机配备空

调， 设置工人休息室并配备空调， 夏季高温季节提供清凉饮

料等，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作业环境。 但若长时间在高温环

境下作业， 则仍有发生高温中暑的可能。
本次 ４ 家煤码头均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

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仅 Ｂ 码头未对清舱工进行噪声检查。 检

查结果显示， 均未发现与职业接触相关的异常检出结果。 这

可能与工人的工龄短以及人员流动性较高有关。 煤尘和噪声

对码头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影响需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 煤码头职业卫生状况不容忽视， 企业应加强煤尘

和高噪声岗位的治理， 采取适当的工程控制措施， 并加强防

护设施的维护， 同时为劳动者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加强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 从而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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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轮胎生产企业作业人员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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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林， 于雷

（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锦州　 １２１０００）

　 　 摘要： 对某轮胎生产企业进行职业卫生调查、 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显示， 该轮胎生产企业主

要存在滑石粉尘、 炭黑粉尘、 氧化铝粉尘、 煤尘、 电焊烟尘、
矽尘、 硫化氢、 甲苯、 石蜡烟、 氧化锌、 二氧化硫、 苯乙烯、
丁烯、 丁二烯、 异丙醇、 正己烷、 丙酮、 溶剂汽油、 氮氧化

物、 二氧化锰、 一氧化碳、 氢氧化钠、 氧化钙、 噪声、 高温

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各岗位粉尘、 化学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

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接尘作业人员胸部 Ｘ 线检查异常

检出率为 １３ ８％； 外胎裁断岗位的噪声检测及硫化岗位的高

温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标准， 接触噪声、 高温人员体检的相

关异常检出率分别为 １６ ７％和 ７ ５％， 心电图异常检出率为

１３ ０％。 提示轮胎生产企业作业人员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粉尘、 高温、 噪声， 应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改进和维护，
提高职业卫生管理能力。

关键词： 轮胎生产； 职业病危害风险； 作业分级； 职业

健康检查； 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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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轮胎生产企业作业人员的职业危害状况， 对我市

某轮胎生产企业进行了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对生产过程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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