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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对某炭素企业进行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 确定该炭素企业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主要有粉尘、 化学毒物 （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 一

氧化碳、 二氧化硫、 ３，４⁃苯并 ［ａ］ 芘、 煤焦油沥青挥发物）、
物理因素 （噪声、 高温） 等， 其中噪声超标率 ５４％、 高温超

标率 ５６％， 其余职业病危害因素均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

限值。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提示， 职工的健康损害与接触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相关， 应对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点进行针对

性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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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炭素企业主要生产预焙阳极炭块， 是铝冶炼工

业的重要材料。 预焙阳极生产过程中工序复杂、 职业

病危害因素众多， 易导致作业工人罹患噪声聋、 皮肤

病， 为预防、 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创造符合国家

职业接触限值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 受某炭素企业

委托， 对其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某炭素企业成型车间 （原料库、 沥青

库、 振动筛、 混捏锅、 煅烧车间、 高楼部等）、 焙烧

车间、 余热发电车间及辅助建筑 （维修间、 变电室

等）， 主要对生产期间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危

害程度进行现场检测， 对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监护及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防护效果进行评价。
１ ２　 方法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法、 检查表法、
检验检测法对该炭素企业的生产工艺、 工作时间、 工

作内容、 生产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防护

设施、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情况以及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进行调查检测。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进行采样，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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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２ 部分： 物理因素》 （ＧＢＺ２ ２—２００７）
等标准规范为评价依据， 依据检验检测结果确定作业

场所关键控制点。

２　 结　 果

２ １　 生产工艺　 该炭素企业以石油焦和沥青为主要

生产原料， 生产各种规格型号的预焙阳极炭块， 主要

生产工艺包括： 石油焦粗碎、 石油焦煅烧、 沥青储

槽、 生阳极工序、 焙烧、 焙烧烟气净化和余热发电。
见图 １。

图 １　 炭素生产工艺流程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　 综合炭素生产工艺

分析及现场调查， 可确认该炭素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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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素主要包括粉尘、 化学毒物 （一氧化氮、 二氧化

氮、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３，４⁃苯并 ［ ａ］ 芘、 煤焦

油沥青挥发物）、 物理有害因素 （噪声、 高温、 工频

电场、 紫外线） 等。 粉尘主要存在于原料库、 布料

机、 焙烧炉等工段； 化学毒物主要存在于煅烧、 高楼

部、 焙烧、 维修等工段； 噪声主要存在于布料机、 排

料机、 锅炉房、 汽机房等工段； 高温主要存在于热油

炉房、 焙烧炉、 锅炉房、 汽机房等工段。
２ ３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依据 ＧＢＺ１５９—
２００４， 在正常生产状态和环境下， 选定有代表性的采

样对象和地点， 连续采样 ３ 个工作日， 使用的采样仪

和空气收集器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采样时同步进行

温度、 相对湿度、 气压、 风速等气象条件测定。
２ ３ １　 粉尘　 分别对接触粉尘的 １３ 个工种和 ２０ 个

工作地点进行粉尘浓度的个体和定点检测。 结果显

示， 各工种和工作地点空气中粉尘的短时间接触浓度

为 ０ １７ ～ ６ ３３ ｍｇ ／ ｍ３，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为 ０ １７ ～
３ １３ ｍｇ ／ ｍ３， 均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现场检测结果表明， 原料库等处卫生状况较差， 容易

引起二次扬尘， 应引起重视。
２ ３ ２　 化学毒物　 存在化学毒物的工作场所短时间

接触浓度和各工种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均符

合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２ ３ ３　 物理因素　 存在噪声危害的各工种个体噪声

声级检测合格率为 ４６％， 上料工、 多功能天车司机、
巡检工、 振动台操作工、 装出炉工、 锅炉巡检工接触

噪声的 ４０ ｈ 等效声级均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

值。 见表 １。
各工作场所的高温检测合格率为 ４４％。 ３Ｆ 混捏

锅、 南北跨焙烧炉、 南北跨行车作业场所的湿球黑球

温度 （ＷＢＧＴ 指数） 均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

值。 见表 ２。
２ ４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该企业每年对接触粉尘、
噪声、 高温、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 紫外线、 沥

青烟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工人进行在岗职业健康

检查， 包括内科、 听力、 肺功能、 血常规、 尿常规、
血清 ＡＬＴ、 心电图、 Ｘ 线胸片等检查项目，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发现疑似职业病 １ ～ ５ 人、 职业禁忌证 ２ ～ ２５
人、 听力异常 ２ 人， 提示职工的健康损害与接触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之间存在关联。 企业对疑似尘肺病职工

进行复查和动态观察， 有职业禁忌证职工按要求进行

调岗； 听力异常职工按要求脱离噪声岗位一周进行复

查， 排除职业病； 查体项目不全职工在具备职业健康

检查资质的机构进行补查。

　 　 　 　 表 １　 炭素企业各工种噪声检测结果 ｄＢ（Ａ）

车间　 工序　 　 工种　 　 　
４０ ｈ 等效声级

１ ｄ ２ ｄ ３ ｄ

接触

限值

结果

判定

成型　 　 原料库 铲车司机 ８４ ６ ８２ ７ ８３ ７ ８５ 不超标

上料工 ９１ ６ ９４ ８ ８９ １ ８５ 超标

煅烧 布料工 ７６ ５ ７６ ９ ７７ ３ ８５ 不超标

排料工 ８０ ４ ７６ ７ ７９ ２ ８５ 不超标

煅烧调温工 ７８ ３ ７６ ３ ７７ ２ ８５ 不超标

吸料区 多功能天车司机 ９１ ３ ８８ １ ８６ ４ ８５ 超标

高楼部 巡检工 １ ８５ ２ ９６ ４ ８９ ６ ８５ 超标

巡检工 ２ ９１ １ ８８ ７ ９０ ５ ８５ 超标

巡检工 ３ ９２ ４ ９４ ８ ８９ ３ ８５ 超标

振动台操作工 ９６ ５ ９１ ７ ８３ ７ ８５ 超标

焙烧　 　 焙烧 焙烧调温工 ７７ ５ ７６ ３ ７６ ９ ８５ 不超标

装出炉工 ８９ ２ ８７ ９ ８８ ３ ８５ 超标

行车司机 ８３ ６ ８４ ６ ８４ ７ ８５ 不超标

脱硫及电捕尘 电捕工 ８３ ７ ８３ １ ８２ ９ ８５ 不超标

余热发电 余热发电 锅炉巡检工 ８５ ２ ８４ ６ ８３ ７ ８５ 超标

表 ２　 炭素企业各工作场所高温检测结果

检测地点
劳动强

度分级

接触时间率

（％）
ＷＢＧＴ
指数

接触

限值

结果

判定

１＃布料机 Ⅰ ２５ ３１ ３ ３３ 不超标

３＃布料机 Ⅰ ２５ ３１ ４ ３３ 不超标

热油炉房 Ⅰ ２５ ２８ ３ ３３ 不超标

３Ｆ 混捏锅 Ⅰ ２５ ３３ ２ ３３ 超标　

北跨焙烧炉 Ⅱ ７５ ３５ ８ ２９ 超标　

南跨焙烧炉 Ⅱ ７５ ３５ ７ ２９ 超标　

北跨行车 Ⅱ ７５ ２９ ６ ２９ 超标　

南跨行车 Ⅱ ７５ ２９ ６ ２９ 超标　

锅炉房 Ⅰ ２５ ３０ １ ３３ 不超标

２ ５　 职业病危害因素关键控制点及防护措施　 通过

对该炭素企业的生产工艺、 现场调查、 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结果及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确定

关键控制点及防护措施见表 ３。

３　 讨　 论

炭素生产行业是职业危害较为严重的基础原材料

工业， 煤焦油沥青和石油焦为炭素生产的主要原料。
本次调查发现， 粉尘、 噪声、 高温是炭素企业生产过

程中危害严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企业各作业场所和工种个体接触粉尘的短时间

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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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炭素企业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及控制措施

危害因素 　 　 　 　 　 关键控制点 　 　 　 　 　 　 　 　 　 　 　 　 　 　 关键控制措施

粉尘 原料库、 布料机、 焙烧炉 在原料库出入口增设卷帘门， 设置除尘器、 通风机， 配备洒水车降低扬尘

噪声 原料库、 吸料区、 高楼部、 焙烧炉 加强工艺自动化， 采取减振 ／ 吸声 ／ 消声等措施， 工人佩戴防噪耳塞

高温 混捏锅、 热油炉房、 焙烧炉、 锅炉房、 汽机房 在厂房顶部设置多孔天窗， 采用机械通风， 炉顶、 炉体采用绝热性好的材料

定的职业接触限值， 但是仍发现疑似尘肺病多例， 说

明作业场所环境中粉尘浓度虽未超标， 由于职工长期

接触仍有不可避免罹患尘肺病的可能性。 粉尘主要存

在于原料库、 焙烧炉等工段， 且容易引起二次扬尘，
企业应进一步精进生产工艺， 加强通风除尘， 对作业

工人加强个体防护。 化学毒物主要存在于煅烧、 焙烧

等工段， 虽其检测浓度未超标， 但连续 ３ 年职业健康

检查均有工人罹患职业禁忌证， 尤以 ２０１４ 年最严重，
达到 ２５ 人。 噪声主要存在于原料区等工段， 上料工、
多功能天车司机、 巡检工、 振动台操作工、 装出炉

工、 锅炉巡检工接触噪声的 ４０ ｈ 等效声级均超过职

业接触限值， 超标原因为工作场所高噪声设备较多、
声级水平较高， 作业工人未佩戴防噪耳塞、 作业停留

时间较长， 因此应加强防噪耳塞的使用和监督， 减少

工人接噪作业时间。 高温主要存在于混捏锅、 焙烧炉

等工段， 可通过悬挂轴流风机和空调来达到防暑降温

的目的。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企业应对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工人定期进行体检， 确保职工身

体健康。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０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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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炼油厂换热站新增热水除油设施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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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独山子人民医院， 新疆 克拉玛依 ８３３６９９）

　 　 摘要： 采用类比法、 检查表法、 风险评估法相结合的方

式对某炼油厂换热站新增热水除油设施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柴油、 高温、
噪声， 该项目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为职业病危害较

重的建设项目。 结合类比现场调查、 类比检测数据及风险评

估， 从拟采取的防毒、 防噪声、 防高温等职业病防护措施方

面进行综合分析， 预计该项目投产后， 工作场所中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可以得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关键词： 热水除油设施； 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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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炼油厂换热站新增热水除油设施属改造项目，
处理热水总量约 ３００ ｔ ／ ｈ。 该换热站增加热水除油设

施后， 不但可优化热水系统的运行， 还可消除由于热

水系统含油对新区炼油冬季采暖、 伴热的影响， 保证

冬季的安全生产。 受企业委托对该项目进行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

１　 内容与方法

１ １　 评价内容　 对该项目热水除油设施在正常运行

期间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并对其对

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及拟采取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进行

评价。 因其公用工程、 辅助用室、 个人防护用品配

置、 应急救援机构、 职业卫生管理均依托建设单位原

有， 故不进行细述。
１ ２　 方法　 采用类比法、 综合分析法、 风险评估法

对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对其可能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进行预测性的定性、 定量评价。

２　 结　 果

２ １　 工艺流程　 旁滤接管均引自 ／返回循环水冷却器

至热水循环泵的低温热水管线。 除油设备间内设收油

罐， 将热水系统中分离的废油 （柴油、 石蜡油） 收

集后， 由泵送至重污油系统线。 本项目拟采用多孔陶

瓷精滤＋阻截除油技术进行除油， 工艺简图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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