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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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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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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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有害因素的作业人员开展了现场

检测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某外商合资 （日韩） 轮胎生产企业， 混炼胶年产量 ４ ２００ ｔ，
轮胎年产量 ７００万条； 生产岗位作业人员 ２６７ 人 （均为农民工），
其中女工 １４３人。 接触职业病有害因素的作业人员 ２２８人。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职业卫生调查　 生产工艺、 职业病有害因素的种类与

分布、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１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检测作业人员的个体接触水平， 对工作

场所、 工作地点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 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
１ ２ ３　 职业健康检查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对作

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２　 结果

２ １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企业正常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滑石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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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人

员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作业人员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情况

职业病危害种类 职业病危害因素 岗位 接触人次数

粉尘 氧化铝粉尘、 炭黑粉尘、 氧化铝粉尘、 炭黑粉尘、 二氧

化钛粉尘、 聚乙烯粉尘、 滑石粉尘、 矽尘、 煤尘

精炼车间计量和投料， ＭＣ ＢＣ 气门打孔， 内胎车间内

胎成型、 硫化、 检查， 锅炉房司炉
１２３

化学因素 氧化锌、 石蜡烟、 丁烯、 丁二烯、 苯乙烯、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异丙醇、 正己烷、 丙酮、 溶剂汽油、 甲苯、
硫化氢、 电焊烟尘、 二氧化锰、 一氧化碳、 氢氧化钠、
氧化钙

精炼车间计量和投料， ＭＣ ＢＣ 气门打孔， 素材车间涂

胶， 内胎车间内胎成型、 硫化， ＢＣ 外胎车间外胎押出、
成型、 硫化， ＭＣ 外胎车间外胎押出、 成型， 硫化、 气

门涂胶， 维修， 锅炉房司炉， 水处理

１７７

物理因素 噪声 精炼车间投料， 内胎车间内胎成型， ＢＣ 外胎车间外胎

裁断、 押出， ＭＣ 外胎车间外胎裁断、 押出， 锅炉房司

炉， 空压

５４

高温 精炼车间投料， 内胎车间内胎成型、 硫化、 检查， ＢＣ
外胎车间外胎押出、 成型、 硫化， ＭＣ 外胎车间外胎押

出、 成型、 硫化， 锅炉房司炉

１８５

２ ２　 主要的职业病危害风险

２ ２ １　 粉尘危害　 本次粉尘检测结果全部符合职业接触限值

的要求， 可见在正常生产且防尘设施运行良好的前提下， 粉

尘的检测结果均不超标； 投料、 气门打孔、 司炉、 维修岗位

粉尘危害主要来源于炭黑粉尘、 氧化铝粉尘、 滑石粉尘时间

加权平均浓度 （ＣＴＷＡ） 检测结果见表 ２。 接尘工人职业健康检

查 １２３ 人次， 胸部 Ｘ 线检查的异常检出率为 １３ ８％ （１７ ／ １２３），
异常检出率从高到低的岗位依次为精炼车间投料岗位、 维修

车间维修岗位、 ＭＣ 和 ＢＣ 车间的气门打孔岗位、 内胎车间的

成型和硫化岗位。 该企业接尘工人粉尘检测结果较高的岗位，
其胸部 Ｘ 射线异常检出率也高， 说明作业环境中的粉尘已经

对作业人员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表 ２　 轮胎生产企业粉尘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作业岗位 名称
检测结果

ＣＴＷＡ ＣＳＴＥＬ

最大超限倍数

投料 氧化铝粉尘 ３ ２６ ４ ３５ １ ０８

炭黑粉尘 ３ ５５ ４ ７４ １ １８

气门打孔 滑石粉尘 ２ ３４ ３ １２ １ ０４

司炉 煤尘 ３ １７ ６ ３５ １ ５８

矽尘 ０ ４４ １ ７５ １ ７５

维修 电焊烟尘 ３ ２１ ６ ４２ １ ６０

２ ２ ２　 化学有害因素的危害　 化学有害因素主要有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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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ＣＴＷＡ、 ＣＳＴＥＬ （短时间

接触浓度）、 最高浓度、 最大超限倍数的检测结果均符合职

业接触限值要求。 该轮胎生产企业作业环境的有毒物质浓度

较低， 有毒作业分级为 ０ 级， 属于相对无害作业。 在正常的

生产状态下， 作业人员出现化学有害因素损伤的可能性

不大。
２ ２ ３　 物理因素危害　 噪声检测结果显示 （表 ３）， ＢＣ、 ＭＣ
外胎裁断岗位的 ８ ｈ 等效连续 Ａ 声级 （ＬＥＸ，８ｈ） 检测结果均不

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接触噪声职业健康检查 ５４ 人次，
其纯音听力测试的异常检出率为 １６ ７％ （９ ／ ５４）， 噪声对作业

人员的听力产生了一定的损害。
高温检测结果显示 （表 ４）， ＢＣ ＭＣ 内胎硫化、 ＢＣ 外胎

硫化、 ＭＣ 外胎硫化岗位的 ＷＢＧＴ 指数超过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 其作业分级为Ⅲ级， 属于重度危害作业。 接触高温职业

健康检查 １８５ 人次， 心电图异常检出率 １３ ０％ （２４ ／ １８５）， 血

压异常检出率 ４ ３％ （８ ／ １８５）， 血糖异常检出率 ３ ２％ （６ ／
１８５）。 可见， 高温对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 应该予

以高度重视。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该轮胎生产企业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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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轮胎生产企业噪声检测结果 ｄＢ（Ａ）

车间　 　 　 岗位　 　 接触时间 （ｈ ／ ｄ） ＬＥＸ，８ｈ 接触限值

精炼车间 投料 ６ ８３ ８ ８５

ＢＣ ＭＣ 内胎车间 气门打孔 ６ ８１ ７ ８５

ＢＣ 外胎车间 裁断 ６ ８９ ０ ８５

押出 ６ ８２ ９ ８５

ＭＣ 外胎车间 裁断 ６ ８８ ０ ８５

押出 ６ ８３ ８ ８５

锅炉房 司炉 ４ ８０ ５ ８５

空压 空压机 ２ ８１ ４ ８５

表 ４　 轮胎生产企业高温检测结果

车间　 　 　 岗位　 　
接触时间率

（％）
体力劳动

强度　
ＷＢＧＴ 指数

（℃）
接触限值

（℃）

精炼车间 投料 ７５ Ⅲ级 ２７ ４ ２８

ＢＣ ＭＣ 内胎车间 气门打孔 ７５ Ⅲ级 ２７ ２ ２８

硫化 ７５ Ⅲ级 ２８ ７ ２８

成型 ７５ Ⅲ级 ２６ ３ ２８

检查 ７５ Ⅲ级 ２６ ５ ２８

ＢＣ 外胎车间 成型 ７５ Ⅲ级 ２６ ２ ２８

硫化 ７５ Ⅲ级 ２９ ３ ２８

ＭＣ 外胎车间 成型 ７５ Ⅲ级 ２６ ４ ２８

硫化 ７５ Ⅲ级 ３０ ３ ２８

锅炉房 司炉 ２５ Ⅰ级 ３２ ４ ３１

素为粉尘、 高温、 噪声。 粉尘危害主要为滑石粉尘、 炭黑粉

尘、 电焊烟尘， 易发生损害的岗位为投料、 维修岗位， 虽未发

现尘肺病， 但职业健康检查已发现作业人员的胸部 Ｘ 线检查出

现异常， 是否与接触的粉尘作业有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提示

相关部门对轮胎生产企业的粉尘危害予以重视。 噪声危害较重

的岗位为 ＢＣ、 ＭＣ 外胎裁断岗位， 主要由于裁条机工作时产生

的高强度噪声。 高温危害较重的岗位为 ＢＣ、 ＭＣ 内外胎硫化岗

位， 与相关报道结果一致［１］， 可见硫化岗位高温超标不是偶发

现象， 是企业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为了保护作业人员的健康， 建议采取以下防护对策： （１）

改进职业病防护设施。 加大投料岗位的除尘罩口面积， 人工

称量投料过程注意密闭， 锅炉上煤除渣系统实现机械化并设

置除尘装置， 焊接维修的地点不固定时可设置移动式除尘装

置； 裁断机岗位单独设置隔离间， 隔离间采取隔声和吸声处

理， 从源头上进行噪声控制； 硫化岗位因工艺需要不能进行

全面机械排风， 可采用冷风机或空调进行送风或者在硫化机

上方设置局部排风来降低高温的危害风险。 （２） 加强职业卫

生管理工作， 落实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监护及健

康管理工作， 及时发现职业危害隐患； 完善应对高温的应急

救援能力， 降低发生热损伤的风险。 （３） 加强个体防护， 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

用品， 如防尘口罩、 防噪声耳塞等， 并确保其正确、 充分、
有效的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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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成立及学术交流大会在合肥召开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成立及学术交流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

病专业委员会孙承业主任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护理学组阎波组长， 来自全国各地的 ４５ 名学组

成员及代表 ５０ 余人出席会议。
成立大会由汪晓攀副组长主持。 学组王岩秘书向与会代表通报了学组筹备情况。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学组成员曹明琳宣读中华预防医学会批复及学组组成情况。 本届学组由 ４７ 名成员组成， 来自 ２５ 个省、 直辖市的 ３８ 个单位， 其

中硕士 ５ 人、 本科 ３５ 人， 正高职称 ９ 人、 副高职称 １８ 人； 设组长 １ 名， 副组长 ４ 名， 秘书 １ 名。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孙承业主任委员向学组组长、 副组长颁发聘书并讲话。 孙主委在讲话中对学组提出了明

确的工作方向和要求， 同时希望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 拓展学组的辐射功能， 为更多的护理工作者提供新颖、 丰富的学术信息。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学组阎波组长发表重要讲话。 她在讲话中对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孙承业主任委员亲

临大会并讲话以及专业委员会在学组筹建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对各单位推荐、 获最终审核的学组成员表示祝贺， 并希望

大家要珍惜这份荣誉， 更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认真领会并结合专业特点积极落实专业委员会及学组提出的各项任务， 大家齐

心协力， 共同完成好学组的各项工作， 为专业委员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为我国职业医学水平的提高贡献一份力量。
学术交流会议由沈伟娟副组长主持。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王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关元春、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邱新香、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杨巍、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唐晓勤结合工作实际分别就 “抗凝血类杀鼠药中毒的救治及护理”
“农药中毒的血液净化治疗及护理” “临床护理路径在疑似尘肺病患者实施效果评价研究” “采集 ２４ 小时尿标本便携式集尿装置

的设计和应用” “硫酸二甲酯职业伤害患者个性化护理效果观察” 进行了交流。 最后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孙承业

主任委员做了 “职业健康形势和趋势” 主题讲座， 讲座通过对职业卫生发展历程的回顾， 解读 “健康中国行动” 之职业健康保

护行动， 就目前诊断技术的发展及护理学组今后的发展方向， 提出学组工作一定要紧跟时代步伐， 促进全国职业病护理理念及

技术的发展。 孙主委的讲座内容详实、 视野开阔， 拓宽了护理人员的专业思路和理念。
大会在夏双红副组长的大会总结后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必将为全面提升专业护理水平， 促进职业病护理事业发

展， 带给职业病患者健康福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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