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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控措施分析

那展铭

承德市承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方式：了解机械制造业高危行业危害表现三个特点、危害方式，为机械制造业职业病防控提供实际可行的依据。方

法：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职业健康检查、综合分析法评价该机械制造厂职业卫生管理现况。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粉尘、苯等化学危害因素具体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技术标注的要求，噪声岗位抽检样品为98％，不合格岗

位人员为锻造空气锤生产工段，用人单位医生职业保证健康体检结果显示：职业禁忌证21人，复查8人。结论：利用职业卫

生调查及分析，机械制造产业关键在于控制点为锻造空气锤生产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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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业为主要生产装备制造业，由于职业病具有隐

匿性、迟发性等特点，机械制造业的车工、电焊工等岗位劳

动者常年接触粉尘、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承德某机械制

造公司为多年正常生产企业，于2020年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

评价，本文通过机械制造业职业卫生调查，职业卫生检测，

职业健康监护资料分析等方法对机械制造业职业病危害控制

及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提供的依据。

1  总论

评价方法：根据用人单位的特点，采用职业卫生现场

调查、职业卫生检测检验、综合分析法等评价方法对用人单

位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健康影响、职业病防

护设施及效果、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职业卫生管理相关内容落实情况确定职

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点。主要生产工艺：下料→锻造→锻压

→热处理→机械加工→焊接→成品。主要原辅料：型钢、废

钢、焊条、焊丝、石英砂等。主要生产设备：车床、锯床、

镗床、插床、铣床、磨床、刨床、电焊机、切割机、抛丸

机、空气锤等。

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2.1  机加工工段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使用车床、锯床、镗床、插床、铣床、磨床、刨床等设

备对材料进行机加工劳动者会接触噪声。毛坯进行退火等热

处理劳动者会劳动者会接触高温、噪声。

对原料进行电焊作业劳动者会劳动者会接触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紫外辐射、二氧化碳、噪声。使用火焰切割

对钢板进行下料劳动者会劳动者会接触其他粉尘、噪声。铸

造制模中劳动者会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苯、甲苯、二

甲苯。制造模型检验合格后进行装箱埋箱中劳动者会接触矽

尘、噪声。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其他粉尘、矽尘、电焊

烟尘。物理因素：噪声、紫外辐射、高温。化学因素：锰及

其化合物、苯、甲苯、二甲苯。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方法

依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1部分：总

粉尘浓度》GBZ/T192.1－2007、《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

定 第4部分：游离二氧化硅含量》GBZ/T192.4－2007、《工

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2部分：呼吸性粉尘浓度》 GBZ/

T192.2－2007、《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17部分：锰

及其化合物》GBZ/T300.17-2017、《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

测定第66部分：苯、甲苯、二甲苯和乙苯》GBZ/T300.66—

201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6部分：紫外辐射》GBZ/

T189.6-2007、《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37 部分：一

氧化碳和二氧化碳》GBZ/T 300.37—2017、《工作场所物理

因素测量 第8部分：噪声》GBZ/T189.8-2007等现行检测检

验，对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检验，并

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2.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汇总

主要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汇总见表1、表2。

表1  粉尘及化学因素检测结果

表2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

危害因素
检测（岗

位）数
检测数值 合格率

噪声 42 70.6dB（A）～92.1dB（A） 98%

紫外辐射 8 0.05μW/cm2～0.13μW/cm2 100%

2.5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

粉尘：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所有工种接触粉尘时间加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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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工作场所各工种粉尘作业分级

均为0级（相对无害作业）。噪声：噪声作业危害分级中，

噪声作业危害分级中，锻造工为II级（中度危害）；针对用

人单位特点，在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的同时，采取管理行为

等行动，降低劳动者实际接触时间。锻造工接触噪声强度不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原因是锻造位空气锤在冲击

各类钢板时撞击产生的机械噪声较大。苯、甲苯、二甲苯以

及锰及其化合物：工作场所作业分级均为0级（相对无害作

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对劳动者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

响，应继续保持目前的作业方式和防护措施。紫外辐射：本

次共对8个测量对象、8个测量点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所

有测量对象接触紫外辐射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2.6  职业健康体检结果与分析

2.6.1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情况

用人单位组织了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了职

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由专人管理，专柜存放，妥善保

管。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内容较为完整。

2.6.2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2020年检查结果显示：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共182人，均

为在岗期间人员，本次职业健康检查未发现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21人，复查8人，其他疾病或者异常133人，目前

未见异常20人。对在岗期间体检需要复查人员8人进行了复

查，复查结果为可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对职业禁忌证21人

进行了调岗。

3  职业病防护设施

3.1  防尘、防毒设施

（1）每个生产车间都设有一个岗位休息室。（2）成型车

间设除尘器1台，固定轴流风机10台。（3）铆焊车间安装六

台固定轴流风机。（4）再制造车间、电气修理车间和机械加

工车间的热处理分别配备4台、2台和3台固定轴流风机。

3.2  噪声防护设施

用人单位产生的噪声和振动主要是机械冲击、摩擦等运

动引起的机械噪声。主要噪声和振动源为：空气锤、钻床、

切割机等。采用以下防护设施：（1）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

的前提下，将噪声和振动较大的生产设备安装在单层厂房

内。（2）对于空气锤、切割机等设备，应采用独立基础、

振动垫等措施。

4  防暑降温防护设施

（1）发放夏季防暑降温物品，办公室、岗位休息室

设置风扇进行通风降温。（2）发放冬季防寒棉服，办公

室、岗位休息室冬季进行取暖。（3）6个人防护用品：

为工人提供防尘口罩（LS3200和半面罩／KN95）、防噪

声耳塞（3m1270：SNR：25dB）、防毒面罩（防毒面罩

3M6200）、防水鞋、工作服、安全帽、手套等。

5  职业卫生管理

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设置情况：用人单位成

立了职业健康科，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2名。建立了职业

卫生管理档案和个人监护档案。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作规

程及执行情况：用人单位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作规

程，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内容符合相关要

求，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了宣贯。职业病危害的告知

情况：用人单位设置办公区公告栏、生产区公告栏、警示标

识和告知卡，对劳动者进行合同告知、职业健康体检告知等

内容。

职业健康培训：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已

进行职业卫生培训，组织相关员工进行培训及教育。现场调

查发现，有培训考勤记录、考试成绩登记表和试卷。职业病

危害因素关键控制点：用人单位的关键控制点魏锻造岗位的

噪声。

6  讨论

通过对用人单位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相

关内容的职业健康调查，机械制造业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为

电焊烟尘、其他粉尘、矽尘、锰及其化合物、紫外辐射、噪

声、高温、苯、甲苯和二甲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表

明，粉尘及化学因素等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噪声合格率为

98%，表明用人单位采取的职业防护措施合理有效。用人单

位为多年正常生产企业，职业健康管理由专人负责。每年进

行定期检查，每三年评估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现状。职业

健康管理体系成熟、稳定。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调

查，为职业健康管理部门对机械制造业进行监督提供依据，

为用人单位的日常职业健康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达到了减

少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损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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