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及职业中毒专业救治医院。
2. 5. 8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的设置 本项目

分别在动力中心、冷冻站、缸盖加工线的 OP10、OP50 设备、
缸 体 加 工 线 的 OP30 设 备、装 配 线 的 OP1020、OP1090、
OP1380 设备设置了“噪音有害”警示标识。但刀具磨修岗位

缺少“注意防尘”警示标识，测功间、缸盖加工、缸体加工

岗位缺少“当心有毒气体”等警示标识。
2. 6 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调查与评价

本项目生产厂房建筑采用钢结构，地坪采用环氧树脂面

层，建筑墙体和地面均平整防滑、利于清扫。在生产岗位、
办公室、辅助用室设有空调调节系统，实行冬季送暖风、夏

季送凉风。车间依靠侧窗和天窗以及金属卤化物灯进行自然

采光和人工照明。经照度检测，仍有部分岗位照度未满足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50034—2004 ) 的要求，应适当增

加人工照明设施。
本项目车间卫生特征为 4 级，办公室、休息室、浴室、

食堂、卫生间等卫生辅助用室均利用原有设施。
本项目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基本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 ( GBZ1—2010) 的要求。
2. 7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分析与评价

公司于 2010 年 2 月在某职业病医院查体 20 人 ( 其中曲

轴加工 1 人、缸体加工 4 人、分装线 7 人、装配线 8 人) ，未

检出职业禁忌证和职业病患者。体检项目符合《职业健康监

护技术规范》的要求，但查体人数低于劳动定员，不符合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的要求。
3 结论

该项目总体布局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个体防护用

品配备及使用情况、辅助用室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基本符

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GBZ1—2010) 的要求。
通过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分析表明，本项目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较为有效，

生产车间总体卫生状况较好，从职业病防护角度基本可行。
参照以下建议进行整改，可进一步降低职业病发病风险。
4 建议

加强防护设备管理，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及时清理加工

切屑，保证磨修岗位除尘设施、加工中心油雾收集器管道及

发动机试验室排烟管道等防护设备密闭性的维护保养，确保

正常运行。
接触噪声岗位 ［声级 ＞ 80 dB ( A) ］ 的作业人员要佩戴

防噪声耳塞。加工车间不是封闭车间，只有进新风系统，未

设置排风系统。因此，应保证天窗和侧窗便于开启，以利于

通风。在刀具磨修岗位补充设置“注意防尘”警示标识; 在

缸盖加工、缸体加工、测功间等岗位补充设置“当心有毒气

体”等警示标识。在发动机试验室设置一氧化碳自动报警

装置。
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等要求对接害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将缸盖、缸

体、曲轴、装配等岗位劳动定员纳入职业健康查体范围，规

范查体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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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学品仓储运输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分析
Predic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on the liquid chemical whar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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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经验法、类比法、检查表法等综合评价方法

对某化学品仓储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价。该拟建项目可能存在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化学有害因素、噪声、高温、工频电磁

场等。工作场所空气中可能存在的化学有害因素主要有烃类

( 戊烷、己烷、庚烷、环己烷等 ) 、少量的芳香烃类化合物

( 苯、甲苯、二甲苯等) 、沥青挥发物、甲醇、氯仿、苯酚、
丙酮、液碱、硫磺、汽油、柴油、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比较复杂，应从职业病危害发生的

关键控制部位加强防治工作。
关键词: 化学品; 职业病危害; 关键控制点; 化学毒物

中图分类号: R1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 － 221X( 2012) 02 － 0144 － 03

某公司拟在渤海湾和莱州湾的交界处建设化学品仓储运

输项目，我们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对该拟建项目进行了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本文通过对该化学品储运过程中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预测项目建成后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种类和危害程度，找出关键控制点，提出合理可行的

防护对策，为化学品储运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

动者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内容与方法

1. 1 评价范围

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工程内容，包括

仓储库区和化学品码头两个部分，针对项目建成后库区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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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进行评价。
1. 2 方法

根据拟建设项目的特点以及资料占有情况，对本项目采

取检查表法、类比法、经验法等综合分析法进行分析和评价。
2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2. 1 某化学品储运项目的工艺流程 ( 图 1)

2. 2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根据工程分析及类比调查，各评价单元可能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有化学有害因素、噪声、高温、低温、工频电磁

场等，见表 1。
图 1 化学品储运项目的工艺流程

表 1 各评价单元中作业场所和工种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评价单元 工作场所或工种 有毒化学物质 物理因素

油罐区
原油、燃料油、柴油、汽 油 等
罐区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硫化氢、汽油、柴油等 噪声、高温

汽车装卸区 原油汽车装车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等 噪声

成品油接卸 汽油、柴油 噪声

油品汽车卸车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等 噪声

油气回收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硫化氢等 噪声

码头船
舶装卸

码头 卸 船、装 船、管 线 泄 空、
管道 维 护、装 卸 泵 房、巡 检、
原料检验采样

苯、甲苯、二甲苯、甲醇、氯仿、苯酚、丙酮、氢氧化钠、硫磺等
噪声、振动、
高温、低温

辅助生产设施 污水处理站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硫化氢等 噪声

锅炉房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噪声、高温

变电站 噪声、工频电场

分析化验 烃类、芳香烃类化合物、沥青挥发物、硫化氢等 噪声

注: 烃类包括 ( 戊烷、己烷、庚烷、环己烷等) ，芳香烃类化合物包括 ( 苯、甲苯、二甲苯等) 。

2. 3 类比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

2. 3. 1 类比情况 选择中海油某石化炼油项目配套的油品储

运设施和储运码头作类比，类比对象与拟建项目的基本情况

比较见表 2。
表 2 类比对象与拟建项目基本情况

类比项目单位 类比对象 拟建项目

建设地点 广东惠州南部 山东渤海湾与莱州湾交界

项目性质 库区新建，码头扩建 库区和码头均新建

储运规模 总罐容 201. 06 × 104 ( m3 ) ，其中厂区内 181. 06 × 104 ( m3 ) ，
厂区外计有 20 × 104 ( m3 ) ; 码头年吞吐量2 000万 t

原油、燃料油建设库容规模为 100 × 104 ( m3 ) ，成品油本期建
设库容规模为 14 × 104 ( m3 ) ，油库区本期总的建设规模为 114
× 104 ( m3 ) ; 码头年吞吐量 387 万 t

主要储
运设施

码头: 装卸臂 4 台，泄空罐 2 台，氮气吹扫系统，登船梯 1 座
罐区: 储存罐，排空罐，浮顶罐 3 座、拱顶罐 9 座，内浮顶

罐 13 座

码头: 装卸臂 3 台，登船梯 1 座，泄空泵 7 套，氮气吹扫装置
罐区: 储存罐，排空罐，浮顶罐 10 座，内浮顶罐 6 座和拱顶罐

8 座

储运物料 二甲 苯、甲 苯、苯、抽 余 油、原 油、甲 醇、原 油、柴 油、
汽油

氯仿、二甲苯、液碱、甲醇、苯酚、丙酮、原油、燃料油、柴
油、汽油

控制系统 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电动阀门的控制、储罐内介质温度
及液位检测、管线压力及温度检测、可燃及有毒气体检测系
统、工业电视监控系统

油库拟采用一套罐区计量监控系统; 成品油库汽车装卸车拟采
用一套自动装车控制系统; 拟采用一套 PLC 控制系统; 设置可
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劳动定员及
工作制度

码头区 21 人，四班三运转，每班 8 h; 罐区 72 人，四班三运
转，每班 8 h

码头区总 60 人，四班三运转，每班 8 h; 库区总定员 124 人，其
中罐区 41 人，四班三运转，每班 8 h

管理制度 以中海油总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为基础，建立了各项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

拟以中海油总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为基础，建立各项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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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化学因素的测定与分析 对类比

项目工作场所空气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甲醇、戊烷、己

烷、环己烷、汽油、苯、甲苯、二甲苯的监测结果显示，其

测定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
［1］，见表 3。

表 3 类比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化学因素检测结果 mg /m3

毒物
名称

样品数
CTWA

范围
PC-TWA CSTEL

范围

PC-STEL 超限
倍数

苯 6 ＜ 0. 83 × 10 －2 6 ＜ 0. 3 10

甲苯 6 ＜ 0. 3 50 ＜ 1. 3 100

二甲苯 9 ＜ 0. 5 50 ＜ 0. 2 100

甲醇 6 ＜ 0. 1 25 ＜ 0. 1 50

戊烷 6 ＜ 0. 4 500 ＜ 0. 8 1 000

正己烷 6 ＜ 0. 4 100 ＜ 0. 9 180

环己烷 6 ＜ 0. 5 250 ＜ 2. 1 — 15

汽油 9 33. 1 ～ 99. 4 300 ＜ 2. 1 — 15

2. 3. 3 类比项目的噪声测量与分析 对类比项目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噪声进行检测，测定结果为 78. 5 ～ 81. 5 dB ( A) ，类

比结果表明各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均未超过相应接触时间的职

业卫生限值 ［85 dB ( A) ］［2］，详见表 4。
表 4 类比项目噪声危害的测定结果 ［dB( A) ］

检测工种 检测点数 日接噪时间 ( h) 8 h 等效声级

码头操作工 6 8 81. 5

码头巡检工 2 8 78. 5

罐区外操工 9 8 80. 0

罐区巡检工 2 8 78. 5

3 讨论

3. 1 结论

该项目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要求
［3］，

设计有职业病危害的防护措施，预计项目建成投产后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基本

可以得到保障; 从职业病防治的角度分析，该建设项目是可

行的。但仍存在不足，需要按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等的要求，加以补充和完善。建议企业: ( 1 ) 注意选址，防

止地形、气象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避免因地震、滑坡、雷击、
大风等自然灾害导致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 ( 2) 储存措施，

根据本项目液体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储存条件，考虑选

择用防腐材料制成的氮封拱顶储罐和正确的储存方式; ( 3 )

自动化技术，对产生高毒物或窒息气体的工艺，尽量考虑自

动化和机械化，避免直接操作。
3. 2 危害预测

罐区、泵区等设备露天布置，装车台半敞开式布置，利

于通风疏散化学毒物。结合类比项目的检测结果，可以预测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本项目绝大多数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毒

物的浓度不超过职业接触限值。但类比调查结果表明在装卸

情况下，接驳口可能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库区在进行罐顶采

样、装车、吹扫推球及吹扫完毕后拆管工作时，毒物浓度有

可能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码头接驳口、采样口和吹扫完毕后

拆管时，毒物的浓度可能较高; 进行洗罐清除污油、更换滤

网或检修等密闭空间作业时，有发生急性化学毒物中毒事故

的可能。
3. 3 噪声危害分析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种泵类 ( 各类装船泵、装车泵、
抽水泵) 、空气压缩机、冷冻机、柴油发电机等。结合类比项

目的测量结果 ［78. 5 ～ 81. 5 dB ( A) ］，表明拟建项目噪声强

度不超过相应接触时间的职业卫生限值
［2］。

3. 4 高温危害分析

该项目高温主要是受夏季炎热气候的影响。项目厂址所

在区域属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为冬冷夏热，

年气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 11. 7℃，最高气温 39. 6℃，露天

作业时工人受夏季高温影响较大。人工清洗槽车、巡检，尤

其在用蒸汽吹扫后或夏季长期暴晒后立即进入作业，容器内

的温度可超过 40℃。根据类比检测结果，可以预测本项目高

温危害主要是夏季工人在主要工作场所巡检、露天作业或特

殊作业时受到的高温危害。
3. 5 低温危害分析

本项目不存在气候造成的低温危害。主要的低温源是氮

气站和冷冻站，在注入致冷剂时可能溅到作业者身上，造成

局部性冻伤。类比企业职业卫生调查发现，在给冷干机注入

冷冻剂和装车时因违反操作规程曾引起化学品冻伤事故。因

此，综合预测，低温危害主要是由于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所致。
3. 6 工频电磁场的危害分析

本项目新建库区配变电站 ( 主要为低压配电) 是工频电

磁场的主要来源，根据近几年对其他企业低压配电房工频电

磁场的测定结果，表明低压配电房的工频电磁场强度低于职

业接触限值。
3. 7 密闭空间作业危害分析

工作人员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存在缺氧、气体中毒 ( 如

硫化氢、一氧化碳、甲烷、氰化氢等) 或爆炸等危险。本项

目在洗罐清除污油和废渣、更换滤网和疏通管道时，可能存

在密闭空间作业。密闭空间作业引起缺氧或气体中毒事件屡

见报道，风险较大。
3. 8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根据拟建项目的生产工艺，结合类比工程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危害程度，可以预测该项目重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化学

毒物，关键控制点为装卸、码头接驳口、手动阀门、清洗储

罐、更换过滤器的筛网、检维修泵、罐顶化验采样、清管取

球、吹扫完毕后拆管、洗罐清除污油和废渣、更换滤网和污

水处理站清淤作业及疏通管道时缺氧窒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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