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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要从

源头上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切实保护劳动者的身

心健康。结合化工建设具体项目，明确化工建设项目

产生的职业危害辅弼，分析其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

康的影响，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控现状，并针对性地提

出项目职业病危害关键防控点，为化工建设项目职业

病防治的日常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某化工项目实况

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化工材料及其制

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设备的销售；新材

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

术开发；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下属公司布设

于当地高科技化学工业园，新材料开发建设项目分为

一期和二期，二期项目尚处于试生产阶段，于 2020 年 

7 月投入试运行，属于本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范围。根据相关要求，企业委托江苏中安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对本化工项目（二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调

查评价，评价范围主要包括生产装置和公用辅助工程，

其中：生产装置主要有 1 条新建 FEP 粒料生产线和 1

条 FEP 改性粒料生产线。公用辅助工程主要有供气、

供电、供冷、脱盐水、储运、三废处理、分析化验等

内容。

2 化工生产线、储运人员职业危害防治存在的问

题

2.1 企业监管职能缺失

企业自身对于化工建设项目的全面有效监管不

足，一些企业主要依赖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职业危

害因素调查及评价结论，忽视了自身存在的监管职责，

仅仅关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而没有全面关

注第三方机构的具体操作环节，存在主观故意或客观

疏忽的评价缺陷，不利于职业危害因素调查评价过程

的合理可控性。

2.2 化工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协调配合不足

由于第三方机构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评价

现场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存在资料获取不足、员工配

合度不高等问题，导致相关调查评价结果不能落实到

位。反映出化工企业与第三方机构协调配合不足的缺

陷，从而直接或间接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评价结

果的不准确。

2.3 第三方机构责任意识淡薄

一些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缺乏全面深入的技术服

务意识和依法执业的观念，在对化工项目职业病危害

因素调查评价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重视，暴露出责任意

识淡薄的问题。加之项目现场调查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建筑卫生学等基础信息不够全面，实

验检测相关要求无法达标，导致职业危害评价结果与

实际不相符，无法为化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和咨询指导。

3 化工生产、储运过程中职业危害因素调查与评

价

根据化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的特点，要明确职

业病危害因素调查评价具体内容，重点对该项目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作业场所、劳动者健康影响进

行分析和检测评价。

3.1 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评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

面：①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有害因素。包括生产过程

使用的原辅材料等化学性有害因素、生产设备运行过

程产生的噪声等物理性有害因素；②劳动过程中的有

害因素。如来自于不合理的劳动组织和作息制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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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心理紧张、个别器官或系统紧张、长时间处于不良

体位或姿势等；③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因素。主要指厂

房建筑或布局不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如通风不良、采

光照明不足、有毒无毒工段同在一个车间）和作业环

境空气污染等 [1]。结合项目识别并分析不同评价单元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3.1.1 生产工艺过程

具体包括有：①聚全氟乙丙烯粒料单元。在聚全

氟乙丙烯生产过程中，作业人员主要接触到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有：六氟丙烯、四氟乙烯、氢氧化钠、过硫

酸钾、全氟烷基醚、全氟 -2- 甲基 -3,6,8- 三氧杂壬酸、

氮气、氨、氟及其化合物和噪声、高温等；②改性聚

全氟乙丙烯粒料单元。在改性聚全氟乙丙烯生产过程

中，工人主要可能接触的危害因素有：六氟丙烯、四

氟乙烯、氢氧化钠、过硫酸铵、全氟烷基醚、2- 全氟

己基乙酸、氮气、氨、乙烷、氟及其化合物和噪声、

高温等；③供气单元：该过程主要受到空压冷冻站、

空压机组、储气罐的噪声危害；④供电单元：工作人

员进行巡检作业时可能会接触到工频电场的危害；⑤

脱盐水单元：在工作人员对脱盐水系统进行巡检中，

会受到脱盐水系统运行噪声的危害；⑥供冷单元：工

人在巡检过程中会接触到制冷机组运行产生的噪声危

害，在添加制冷剂的作业中可能会接触到 R22，从而

受到二氟一氯甲烷的危害影响；⑦三废处理单元：焚

烧装置主要用来处理装置区产生的废气、部分残液，

人员在巡检时，可能会接触到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

气体的职业危害。当作业人员在收集危废过程中，可

能会直接接触到危废中的有害成分，如氟及其化合物；

⑧分析化验单元：在人工化验分析操作的环节中，工

作人员会在试剂取用、分析化验过程中接触到化学品

及检测样品中的化学有害因素。

3.1.2 储运单元

项目配套建设的仓库主要存放聚全氟乙丙烯和改

性聚全氟乙丙烯产品、聚全氟乙丙烯乳液等，化学品

仓库存放有低浓度氨水、丙酮、无水乙醇、氢氧化钠、

盐酸、氯化钠、碳酸铵、磷酸氢盐等化学原辅材料。

在其日常储运过程中通常不会对作业人员造成危害影

响，但应重点关注在异常情况（如大量泄漏）下，危

害物质引起的急性职业危害。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各不相

同，如六氟丙烯会引发职业性六氟丙烯中毒或职业性

冻伤；四氟乙烯会引发职业性有机氟中毒或职业性冻

伤；过硫酸钾、过硫酸铵会引发职业性哮喘；乙醇会

导致出现职业性化学性眼部灼伤；异戊烷会引发职业

性接触性皮炎；氨会引发职业性氨中毒或职业性化学

性眼部灼伤；丙酮会引发职业性其他化学中毒或职业

性接触性皮炎等等。

3.2 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及应急救援设施调查评价

3.2.1 职业危害防护设施调查评价

从职业病防护的角度，项目配置有相关职业病防

护设施，具体包括有：①防尘毒措施利用密闭化生产

装置输送主要物料，避免和减少作业人员直接接触产

生有害因素的设备和物料。利用 DCS 集散控制系统进

行自动化、密闭化生产，工作人员主要通过巡检方式

进行管控。对于聚全氟乙丙烯生产环节残留的气体，

要在采集后进行焚烧处理。FEP 乳液中间槽、FEP 乳

液浓缩槽、FEP 乳液成品槽中的气体要在采集处理后，

再进行达标排放；②防噪声措施。对于生产设备作业

中出现的噪声，要通过隔声、底座减振等方式进行降

噪处理。并适当采用绿化降噪的措施，避免噪声对工

作人员及周边环境的影响；③防暑措施。在作业场所

配备必需的空调系统，对反应釜等高温设备和管道进

行隔热处理，减少散热的同时避免作业人员烫伤危险；

④防工频电场。变配电房设备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对

人员产生危害，应单独设置配电房，并以实体墙相隔。

变压器、配电柜应设置屏蔽、接地等防护措施，工人

通过巡检方式进行作业，减少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
[2]。依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等标

准和规范，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内容包括：

3.2.1.1 防尘毒合理有效性评价

本项目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采用 DCS 远程

控制系统，辅助人工操作、巡检，人员直接接触危害

几率低。人员佩戴个人防护用具合理。经检测，作业

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符合 GBZ2.1 的要求，

体检未发现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病病人，

可见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是有效的。项目采用机械

化、自动化生产工艺，尽量避免工人操作，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符合限值要求。项目防尘和

防毒设施的设计结合考虑了逸散毒物的性质，人员通

道未敷设有毒液体或有毒气体，检测数据判断有效合

理。通风、除尘、排毒设计遵循相应的防尘、防毒技

术规范和规程的要求。在生产现场配备急救用品、应

急器材、洗眼液、应急疏散通道等，结合检测数据判

断有效。

3.2.1.2 防噪合理有效性评价

从声源上进行控制，制冷机组、生产装置等产生

噪声区域与控制楼等分开布置，设备选型时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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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噪声设备；且高噪声设备制冷机组和空压机相对集

中布置在一起，设备安装时采取了隔振措施，结合噪

声检测数据判定合理有效。

3.2.1.3 防暑降温合理有效性评价

项目采取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措施，适当减少高

温作业时间。优先采用自动化生产工艺和技术，操作

人员远离热源，采取必要的隔热、通风、降温等措施，

消除高温职业危害。

3.2.2 应急救援设施调查评价

结合本项目的生产工艺及可能使用的物料，本项

目化学品仓库、供冷单元、分析化验单元存在可能接

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如丙烯、四氟乙烯、六氟丙烯、

氨、氮气、二氟一氯甲烷、氢氧化钠、盐酸等，可能

出现的职业病危害急性事故有急性中毒、冻伤、化学

性灼伤、窒息等。夏季进行高温作业，可能发生中暑

急性职业危害事故。

为此，要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及专项事故应急预案，

包括急性中毒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化学品泄漏专项应

急救援预案、高温中暑专项应急救援预案等，结合实

际变化适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确保工作场所发生紧

急情况时信息通畅，最大程度减少事故损失。同时，

要配置应急救援相关设施，如应急喷淋洗眼器、急救

药箱、围堰、有毒气体及可燃气体报警仪、应急物资、

风向标、急救物资（如担架、除颤仪）等，对应急救

援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保养，确保其正常运转。

3.3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调查评价

根据相关要求，对各岗位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包括针对头部、眼面部、

足部、呼吸、耳部等的个体防护用品和装备。如防静

电防寒服、浸塑手套、乳胶手套、防砸安全鞋、耐酸

碱皮鞋、防酸服、防毒面具、防化面屏、防护眼镜、

防毒面具（配合滤毒盒）等。

4 化工项目生产线、储运过程中职业病防控措施

建议

4.1 企业加强职业病防控工作

企业要按照相关法律规范，开展岗前、在岗和离

岗职业健康体检工作，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对其妥善保管，做到职业健康一人档。尤其要加

强氟及其无机化合物、致喘物（过硫酸钾、过硫酸 

铵）、高温、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体检。

持续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包括各种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职业卫生方面的应急救援、演练计划和演练情

况；各种防护设施的设计、维护和运行使用情况；个

人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和维护情况；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检测结果；职业卫生评价报告等。并在后续运行

中不断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演练，留存演练

记录，如中暑、灼伤等 [3]。

4.2 加强关键控制岗位的防控

根据本项目的生产工艺，结合人员操作方式、侵

入途径、职业病危害健康影响等，重点把握关键控制

岗位的关键危害因素，提出针对有效的防控措施。尤

其是聚合岗位、后处理岗位，该关键控制岗位的危害

因素主要有四氟乙烯、六氟丙烯、氟及其化合物、氢

氧化钠、过硫酸铵、过硫酸钾、氨等。在此条件下，

应安装自动化通排风装置，缩减工人作业时间，适当

增加工人休息时间，加强个人防护，定期开展作业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体检。

4.3 加强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协同配合

化工企业应加强与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协同配

合，为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提供

便利，诸如收集与出具职业病危害现场调查基础资料、

及时回应现场问询、相关人员实时陪同、评审会场布

置、建议措施的落实等，从而有效激发第三方机构开

展职业卫生调查评价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发挥第三方

机构的技术能力和合作意愿，推动化工项目职业病危

害因素评价与防控工作的开展。同时，要加强相关人

员的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和学习，加强职业卫生管理，

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台帐，

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相应的评审。

5 结语

综上所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企业职业病

危害防控起着重要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应结合化

工项目具体内容和特点，合理开展化工类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调查及评价工作，提出合理可行的职业病防

控措施，确保化工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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