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性和可能性, 组合表示其风险水平。 MLSP 的优点

是综合考虑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固有毒性及个体差异的

影响, 对其导致的最常见和最严重后果进行评估, 以

7 个严重程度与 6 个可能性等级进行分层分析, 可依

次评估企业、 车间、 岗位、 工种的风险水平, 适用于

不同行业职业健康风险水平比较; 缺点主要是忽略了

风险因子 (危害因素) 浓度, 不能评估风险因子的

短期危害效应, 其研究的可能性等级主观性较强, 加

权后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风险水平降低。
MLSP 可适用于甘蔗制糖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风险

评估。
3. 3　 不足之处　 本次研究选取广西某蔗糖企业职业

病危害因素监测数据及职业卫生现场调查结果, 研究

时间相对较短且仅 1 家企业, 未进行随机抽样, 代表

性不足。 由于蔗糖企业设备老化,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

害防护设施效果可能降低, 直接影响作业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浓 / 强度水平; 不同蔗糖企业职业病防治管

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同, 同类企业相似作业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浓 / 强度也有所差异。 因此, 今后应提高

作业场所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采用合理抽样的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多家蔗糖企业,
连续多年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动态监测数据进

行分析研究。
3. 4　 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及建议　 该企业粉尘危害

分级及风险水平评估结果显示, 落蔗工、 喂蔗工、 榨

机工、 蔗渣打包工、 蔗渣叠包工、 蔗渣带管理工接触

粉尘 (蔗渣尘) 致变态性及反应性肺泡炎为中等风

险水平, 司炉工接触矽尘致叁期尘肺为高风险水平。
建议用人单位严格遵守职业病防治三级预防原则, 在

工艺允许的情况下于作业场所粉尘危害关键控制点设

置有效的除尘设施; 完善作业场所的粉尘危害警示标

识; 督促接尘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建立

健全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职业健康监护制

度; 加强用人单位管理人员及现场作业人员职业卫生

培训; 定期进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作业

人员职业健康体检, 及时发现职业病危害, 采取有效

干预措施;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病确诊人

员要及时调离作业岗位, 并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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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收集某大型木制家具生产企业相关材料并进行职

业卫生学调查、 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确定该企业主要

接害工序为锯工、 刨工、 砂磨、 底修油漆、 喷漆, 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为木粉尘、 噪声、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乙酸乙

酯、 乙酸丁酯、 甲醛等。 检测结果显示, 锯工粉尘浓度以及

锯工、 砂光、 磨工噪声声级超出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提示企

业需加强和完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并做好个人防护。
关键词: 木制家具; 职业病危害;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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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木制家具生产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 自动

化, 许多工序仍以人工操作方式为主, 生产过程中作

业人员可接触粉尘、 噪声以及多种化学物质, 为预

防、 控制职业病危害, 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受某企

业委托, 我们对其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

法规要求, 对某大型木制家具生产企业作业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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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调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分析职业病危

害暴露程度、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对企业

总体布局、 设备布局、 建筑卫生学、 职业病防护设

施、 个人防护用品、 应急救援设施、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卫生管理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确定职业

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并提出防护措施建议。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该企业于 2019 年 5 月投产试运行,
目前年产实木家具 3 万套, 主要生产高端实木综合办

公家具系列产品和中高端实木、 胶板、 屏风、 沙发、
座椅等系列产品。 现有劳动定员 174 人, 其中行政管

理 43 人、 生产人员 131 人, 均实行长白班工作制,
每班工作 8

 

h, 年工作 300
 

d。
2. 2　 生产工艺及原辅料情况　 该企业生产工艺总流

程及原辅料使用情况见图 1、 表 1。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

表 1　 原辅料使用情况

原辅料 　 　 　 　 　 主要成分 年使用量

木材 3. 5 万 m3

包装材料 46 万 m3

海绵 2
 

300
 

m3

皮革 12
 

000
 

m2

胶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15 万 L

油漆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

210
 

t

稀料 乙酸丁酯、 甲苯、 二甲苯 140
 

t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及分布　 综合企业生产工

艺分析及现场调查, 生产工艺过程中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为木粉尘、 噪声、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乙酸乙

酯、 乙酸丁酯、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化学物质。 其

中, 木粉尘和噪声主要分布于锯工、 刨工、 修光、 磨

光工序; 甲苯、 二甲苯等化学物质主要分布于胶合、
底漆、 中涂、 面漆、 喷漆工序。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依据 《工作场所空

气中有毒物质检测的采样规范》 ( GBZ
 

159—2004),
在正常生产状态和环境下, 连续采样 3 个工作日, 采

样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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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粉尘　 分别对接触木粉尘的 10 个主要工种、
19 个采样点和其他粉尘进行粉尘浓度的个体和定点

检测。 结果显示, 各工种和采样点空气中粉尘 CTWA
 

0. 19 ~ 2. 28
 

mg / m3、 CSTE
 0. 37 ~ 9. 87

 

mg / m3。 除民用

机加锯工和办公机加锯工粉尘浓度超出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 其余各工种粉尘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要求。 见表 2。

表 2　 工作场所生产性粉尘 (总粉尘) 接触水平 [mg / m3 ]

工作场所 工种 采样点 样品数 CTWA CSTE 判定结果

民用余料 刨工 小双面刨 3 0. 49 ~0. 68 1. 43 ~1. 77 不超标

锯工 小截锯 3 0. 54 ~0. 77 0. 63 ~1. 70 不超标

民用盲冲 锯工 多片锯 3 1. 07 ~1. 52 3. 60 ~4. 20 不超标

刨工 双面刨 3 0. 46 ~0. 85 1. 83 ~2. 30 不超标

民用拼板 锯工 修边锯 3 1. 42 ~1. 89 3. 40 ~5. 20 不超标

刨工 双面刨 3 0. 64 ~0. 89 1. 57 ~1. 77 不超标

民用机加 锯工 优选锯 3 1. 34 ~2. 05 5. 43 ~9. 87 超标

刨工 四面刨 3 0. 97 ~1. 35 2. 70 ~4. 33 不超标

砂光工 砂光机 3 0. 98 ~1. 31 3. 57 ~4. 53 不超标

开榫工 开榫机 3 0. 96 ~1. 35 1. 87 ~2. 23 不超标

数控钻工 数控钻 3 0. 48 ~0. 77 1. 77 ~3. 20 不超标

铣床工 铣床 3 0. 59 ~1. 23 1. 83 ~2. 33 不超标

民用组框 修边工 修边 3 0. 43 ~0. 67 0. 97 ~1. 73 不超标

办公机加 铣床工 铣床 3 0. 85 ~1. 22 1. 80 ~2. 90 不超标

摇榫工 摇榫机 3 0. 42 ~0. 79 1. 07 ~1. 57 不超标

锯工 弯锯 3 1. 44 ~2. 01 4. 97 ~9. 33 超标

办公组框 锯工 推台锯 3 0. 99 ~1. 33 1. 97 ~2. 57 不超标

民用白磨 白磨工 白磨 3 1. 73 ~2. 28 4. 17 ~5. 07 不超标

抽屉线 白磨工 白磨 3 1. 39 ~1. 73 2. 80 ~3. 47 不超标

沙发软包a 冲包工 冲包机 3 0. 34 ~0. 61 0. 80 ~1. 03 不超标

裁棉工 裁棉机 3 0. 19 ~0. 31 0. 37 ~0. 53 不超标

　 　 注: a, 接触粉尘为其他粉尘, 其余岗位均为木粉尘。 PC-TWA 木

尘 3
 

mg / m3 , 其他粉尘 8
 

mg / m3 ; PC-STEL 木尘 9
 

mg / m3 , 其他粉

尘 24
 

mg /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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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噪声 　 测量结果显示, 锯工、 刨工、 砂光

工、 铣床工、 白磨工、 色磨工、 冲包工等 24 个主要

工种 39 个测量点 8
 

h 等效噪声声级(Lex,8
 

h )为 78. 6 ~
87. 8

 

dB(A), 除民用机加锯工和砂光工、 办公机加

锯工、 民用白磨工、 民用油磨一磨工和二磨工接触噪

声声级超出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其余工种噪声声级均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见表 3。
2. 4. 3　 化学物质 　 分别对接触甲苯、 二甲苯、 乙

苯、 甲醛、 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的 11 个主要工种进

行个体接触浓度检测, 并对 12 个作业点空气中上述

化学物质浓度进行定点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擦色、
底修色、 漆工、 调漆、 磨工、 色磨、 面漆、 底漆、 喷

漆等接触化学物质作业点空气中甲醛 CM
 0. 07 ~ 0. 10

 

mg / m3, 甲苯 CTWA
 <0. 075 ~ 0. 100

 

mg / m3、 CSTE <1. 2 ~
27. 1

 

mg / m3, 二甲苯 CTWA
 < 0. 2 ~ 8. 5

 

mg / m3、 CSTE

<3. 3 ~ 88. 7
 

mg / m3, 乙苯 CTWA
 < 0. 083 ~ 44. 300

 

mg /
m3、 CSTE <1. 3 ~ 28. 8

 

mg / m3, 乙酸乙酯 CTWA
 <0. 017 ~

0. 800
 

mg / m3、 CSTE < 0. 3 ~ 13. 3
 

mg / m3, 乙酸丁酯

CTWA
 <0. 017 ~ 4. 000

 

mg / m3、 CSTE <0. 3 ~ 57. 7
 

mg / m3,
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2. 5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　
2. 5. 1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见表 4。
2. 5. 2　 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　 根据 《家具制造业手

动喷漆房通风设施技术规程》 ( AQ / T
 

4275—2016)要

求, 对喷漆房控制面风速进行测量。 见表 5。
本项目采取了一定的防尘毒、 防噪声设施。 现场

调查及检测结果表明, 在现有防护设施正常运转情况

下, 除部分粉尘、 噪声作业点超标外, 其它岗位正常

生产时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 / 强度均可控制

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内, 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 (GBZ
 

1—2010) 中关于防护设施的要求。
2. 6　 职业卫生管理　 企业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设有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

作规程较为完善,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制度内容

完整, 设置了部分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或相应的

中文警示说明,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符合要求。 现有

的职业卫生管理情况基本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2012] 第47号) 的相关要求。 但

工作场所未公示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喷漆、 调

漆、 打磨岗位未设置洗眼器等急救设施, 职业卫生档

案有待完善。
2. 7　 个体防护用品　 企业针对不同岗位工人接触职

表 3　 工作场所噪声个体测量结果 [dB(A)]

　 工作场所　 　 工种 Lex,
 

8
 

h 判定结果

民用余料 刨工 82. 3 不超标

锯工 83. 2 不超标

民用盲冲 锯工 83. 7 不超标

刨工 80. 8 不超标

民用拼板 锯工 82. 4 不超标

刨工 81. 1 不超标

拼接工 80. 1 不超标

冷压工 80. 2 不超标

民用机加 锯工 87. 8 超标

刨工 83. 6 不超标

砂光工 85. 5 超标

开榫工 83. 6 不超标

数控钻工 84. 2 不超标

铣床工 84. 2 不超标

民用组框 组框工 80. 7 不超标

修边工 82. 3 不超标

办公机加 铣床工 83. 2 不超标

摇榫工 84. 1 不超标

锯工 87. 2 超标

办公组框 组框工 79. 2 不超标

锯工 83. 6 不超标

民用白磨 白磨工 87. 2 超标

民用底修油漆 一遍漆工 83. 2 不超标

二遍漆工 83. 6 不超标

三遍漆工 84. 5 不超标

调漆员 80. 3 不超标

民用油磨 一磨工 86. 5 超标

二磨工 87. 2 超标

三磨工 84. 6 不超标

民用修色面漆 色磨工 84. 1 不超标

面漆工 82. 2 不超标

抽屉线 白磨工 84. 6 不超标

底漆工 81. 9 不超标

油磨工 83. 7 不超标

喷漆工 82. 2 不超标

沙发软包 冲包工 84. 1 不超标

包装 安装工 80. 3 不超标

包装工 79. 6 不超标

辅助 维护工 78. 6 不超标

　 　 注: 职业接触限值 85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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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情况

　 　 设施 数量 功能 　 　 　 　 　 　 　 　 　 　 　 设置位置

VOC 处理设备 3 办公车间南侧 1 台; 民用车间南侧 2 台

中央除尘器 2 除尘 办公车间西头 1 台; 民用车间南侧 1 台

双面吸尘柜 5 除尘
民用车间加工工位 1 台, 双立轴铣床和五叠锯共 2 台; 办公车间 (单立轴铣床 3 台+ 1
台双立轴铣床) 2 台

布袋除尘器 9 除尘 民用车间锯床设置 4 台, 砂光机设置 2 台; 办公车间锯床设置 2 台, 砂带机设置 1 台。

干式内循环环保打磨房 165
 

m 除尘 民用车间油墨区域

水帘过滤柜 11 台 VOC 处理 喷漆房内

表 5　 喷漆房控制面风速检测结果 (m / s)

测量地点 排风方式 控制面 任一测点 判定结果

喷漆房 上送侧排 0. 4 0. 2 ~ 0. 6 合格

色漆房 上送侧排 0. 3 0. 2 ~ 0. 5 合格

底漆房 上送侧排 0. 3 0. 2 ~ 0. 6 合格

　 　 注: 控制面风速标准为 0. 3 ~ 0. 4
 

m / s, 任一测点风速标准值为控

制面风速的 0. 5 ~ 1. 5 倍, 且≥0. 2
 

m / s。

业病危害的特征, 按时、 足量发放合适的个体防护用

品。 个体防护用品的采购、 验收、 使用、 报废执行该

企业 《劳动保护用品管理规定》。 安环科按照 《劳动

防护用品管理规定》 审批、 验收、 发放劳动防护用

品, 填写劳保用品发放台帐。 对接尘毒岗位人员发放

防尘(毒)口罩、 防护眼镜、 防护手套等, 对接噪人

员发放防噪耳塞。 现场调查表明, 各工种均按标准配

备了个体防护用品, 作业人员基本按规定佩戴个体防

护用品。
2. 8　 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组织 130
名职工针对木尘、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乙酸、 噪声

等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包

括内科查体、 血常规、 尿常规、 肺功能、 心电图检查

等一般项目, 接触粉尘、 乙酸作业人员增加 DR 胸

片、 肺功能检查, 接触噪声作业人员增加耳科、 纯音

听阈测试, 接触甲苯、 二甲苯、 乙苯作业人员增加腹

部 B 超检查。 本次体检噪声作业纯音听力测试 16 人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 其中, 7 人为民用机加

锯工和砂光工、 9 人为办公机加锯工和民用白磨工。
粉尘作业检查 3 人有胸部疾患, 为民用机加锯工; 甲

苯、 二甲苯作业 1 人 WBC 计数 < 4×109 / L, 为喷漆作

业人员, 建议复查。 查体异常者均为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超标岗位人员, 即职业病隐患高危岗位, 两者存

在一定的关联影响。 因此, 应引起企业高度重视。
结合企业有毒有害物质用量、 分布、 人员接触情

况、 现场检测及该行业职业病发病风险等因素综合考

虑, 该企业目前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基本可行。 依

据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2021
年版), 该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为严重。

3　 讨　 论

木粉尘是确认的致癌物, 且木材中含有的多种毒

物成分对人体危害更大, 如甲苯、 二甲苯可经皮肤、
呼吸道、 消化道吸收, 对皮肤黏膜有较强的刺激

性[1] 。 本次毒物检测虽未超标, 但作业人员直接接

触毒物且用量较大, 企业应予以足够重视, 加强工作

场所和个人防护, 避免发生职业病危害。 对粉尘、 噪

声检测超标岗位, 建议企业 (1) 改革生产工艺, 从

根本上减少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2) 开料锯、 推台

锯等产生高声级噪声的设备设置移动式隔声屏障;
(3) 喷漆房、 调漆间、 油墨区设置洗眼器, 设置位

置应符合相关要求; (4) 调漆房设置机械排风, 调

漆作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5) 及时清扫地面及设

备积尘, 避免二次扬尘; (6) 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作业人员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并督促

正确使用; (7) 对体检异常人员定期复查, 并妥善

安排; (8) 完善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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