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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社会中，化工行业高速发展，但员工职业病问

题也越来越严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化工企

业而言，生产中的有害气体、粉尘及高分辨噪声，均影

响了员工的身体健康，严重者会造成中毒、职业性耳聋

的等后果。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

要求越来越严格，怎样有效预防化工企业员工患上职业

病备受关注。对此，化工企业应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对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有效控制，积极保障员工身体健康。

1　化工企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关键控制点

通过对多家化工企业进行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及工艺

分析，各关键工艺环节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化

学毒物、粉尘、噪声，工人如长期接触这些危害因素，

将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1.1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化工企业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采用较高程度的

自动化生产，化学反应过程在密闭的容器内进行。工人

一般分内操工和外操工，内操工在控制室内通过屏幕对

反应过程进行查看和监控，外操工现场作业一般以巡检

为主，工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机会较少，但有些化工

企业存在原辅材料运输和装卸、固体物料手工投料、桶

装液体物料打料、催化剂添加、取样化验、产品包装或

灌装等操作，同时密闭空间作业也应引起重视，以上均

为其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1]。

1.2 化学有害因素

化工企业化学有害因素包括化学毒物及粉尘，可损

害人体多器官系统，造成慢阻肺、急性肺损伤、哮喘、

白血病、尘肺病、化学性灼伤，严重者可导致死亡。化

工企业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副产品及产品大多为对人

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多采取密闭化生

产，外操工人的作业方式多为巡检，但也有现场取样及

包装运输、设备检维修等过程，均有可能接触到这些职

业病危害因素。如某染料生产企业，其在手工投料、取

样化验、投加 PH 调节剂时会接触染料粉尘、硫酸等危害

因素；如某氯乙烷生产企业，虽工人操作方式多为巡检，

但也存在催化剂的投加及取样化验操作，操作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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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氯化氢、氢氧化钠、硫酸、氯乙烷及催化剂氯化锌

粉尘等；原辅材料的卸料及成品的包装下料过程工人均

可接触相应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化工企业会定期对反应

釜、管道等密闭空间容器进行清洗、清理，此时工人可

能会接触到反应釜内残留的物料；不定期的检维修时工

人可接触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一

氧化碳、臭氧、砂轮磨尘、苯系物、乙酸酯类等化学有

害因素。

1.3 物理因素

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工人接触的物理因素主要有噪

声和高温，化工企业各区域的输料泵、空压机、风机等

设备运行过程中可产生较高强度的噪声，工人于巡检及

进行其他操作时均有接触。噪声强度过高、工人接触时

间过长，如防护不当可引起职业性噪声聋；某些化工企

业生产过程中化学反应需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虽然反应

釜采取了保温隔热措施，但工作场所仍然存在高温，夏

季工人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操作，容易发生职业性

中暑。

2　化工企业中常见的职业病

2.1 职业中毒

由于化工生产中会涉及到大量的有毒物质，如果处

理操作不当，很容易导致毒物或毒气进入到人体，引起

中毒。根据接触物的不同，中毒的症状也有所不同，很

有可能会对人体的消化、神经、呼吸系统等造成严重的

伤害。比较常见的职业中毒有会引起呼吸困难、恶心干

呕的窒息性中毒，还有会造成头晕胸闷的刺激性气体中

毒，除了由有毒气体造成的中毒之外，金属中毒也是造

成职业中毒的一大主因，如铅中毒会伤害人体的肾脏、

肝脏等，而锰中毒则会影响到神经系统造成情绪变化起

伏大、行动困难等。如果在长期暴露在这种有毒的环境

下，会严重影响职员的身体健康，甚至还会威胁到生命

安全 [2]。

2.2 尘肺

另外，由于化工工厂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比

如电焊、选型等都会使工人暴露在含有大量粉尘的环境

下，如果长此以往，吸入的粉尘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

可能造成尘肺。这些粉尘通常会漂浮在空中，随着呼吸

进入人体的呼吸系统，时间一长或粉尘浓度过大就会对

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一方面，这些粉尘在进入呼吸道

后，会吸附在上呼吸道，持续刺激着人体的黏膜，造成

血管扩张、分泌物的增多，从而引发哮喘、气管炎或鼻

炎等疾病，不仅如此，化工企业中的很多粉尘还含有毒

性，对人体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而炭黑、石英的粉尘还

会造成肺纤维组织的增生，严重时也会造成尘肺。

2.3 职业性耳聋

同时，噪音给人带来的伤害也同样不可忽视，化工

工厂内由于有大量机器在长期运作，会让工人们长期处

于噪音声巨大的环境中，造成听力下降，出现耳鸣、头

疼等症状，有时还会感到恶心、眩晕等，如果不引起足

够的重视，长此以往则会导致职业性耳聋，随着程度的

不断增高，最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完全失聪。除

了对听觉系统造成的伤害之外，噪音还会对神经、消化

系统以及其他器官也会造成损害，可能会导致神经衰弱、

心律不齐等，还会引起注意力的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况

下，仍继续在化工企业内工作，很有可能会导致安全事

故的发生，增加安全隐患出现的风险。因此，噪声虽然

不是可见的伤害，但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需要人们引起更多的重视。

3　化工企业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

3.1 采取工程防护设施

化工企业多为自动化连续生产，工人直接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途径主要有原辅材料的手工投加、中间反

应过程及产品的取样操作、产品的包装或灌装操作。

（1）原辅材料的手工投加可采取的工程防护设施：

①桶装液体物料投加，最好设置专门的打料间，并在打

料岗位设置局部通风排毒设施，收集打料时逸散出的有

害气体，同时打料间设置全面通风设施，加强室内通风

换气；②小袋装固体物料投加，可通过手套箱或固体投

料器进行操作，并设置局部通风除尘设施，控制手工投

料时粉尘逸散；③吨袋或半吨袋等大袋装固体物料投加，

投料时要求吨袋下料口与反应釜的投料口密闭连接，反

应釜内保持微负压投料，避免投料时粉尘逸散。

（2）中间反应过程及产品的取样操作可采取的工程

防护设施：①密闭取样器取样，可根据物料的性状、形

态、工艺自动化程度等，在取样点设置密闭取样器进行

取样，避免取样时有害气体逸散；②双阀门取样：在取

样点设置 2 道阀门，取样操作时先打开里面 1 道阀门，使

物料流入取样管道，再关闭里面的阀门，接着将取样瓶

对准取样口，打开外面 1 道阀门，将 2 道阀门之间的物料

放入取样瓶内，再关闭阀门，完成取样。此外，部分取

样可能会先放出一部分物料后再进行取样，应在取样口

下方设置接液容器，并在取样完成后加盖密闭，避免有

害气体逸散，同时定期对废液进行处理 [3]。

（3）产品的包装或灌装操作可采取的工程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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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采用自动包装或灌装设备，并配套设置局部通风除

尘设施或通风排毒设施，控制包装或灌装下料时粉尘或

有害气体逸散。

3.2 现场应急设施设置及应急预案编制

广泛开展化工企业安全标准化考评活动。基于 GB/

T 29639— 2013《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导则》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

家安监总局令第 88 号）等相关文件，化工企业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针对性、可操作的应急预案。若并未制定相

关应急预案或预案不符合规定，企业则无法通过安全标

准化考核。例如，生产使用氟化氢时，应急预案处置方

案中应明确氟化氢中毒防护措施，重点提到人体吸入氟

化氢后有效的处理方案、皮肤接触氟化氢处理流程等关

键性内容。同时，制定一个安全、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并定期开展演练活动，基于演练情况进一步优化与调整

方案，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情况，以此来保障化工企业安

全生产与运营。

3.3 员工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化工生产工作具有高危性，所有公司均要面对安全

生产这一考验，并建立防范方案。针对个人防护，可以

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对个体防护器具和用品进

行购置，工作人员需要严格监督个体防护用品质量。一

方面，避免防护用品产生质量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

还要立足于危害的轻度或种类对用品进行划分，并在不

同岗位中放置相应的防护用品。此外，还要确保所有工

作人员能够科学的对此类用品进行佩戴。一些生产人员

因为觉得在生产过程中佩戴防护用品很麻烦，便拒绝佩

戴。小组组长要对从业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让其根据

使用规范佩戴。其次，应定点存放各种防护用品，由专

人保管防护用品，在固定的时间检查这些防护用品，及

时更换过期的或已失效的防护用品。最后，建立专项管

理小组，日常生产中落实好巡查工作，必须严格佩戴防

护用品才可以进入岗位开展工作 [4]。

4　结束语

总之，化工生产过程中的职业病防护是至关重要的，

安全关乎到企业的良好发展，也是对于企业员工人身安

全最大限度的保障。基于化工企业自身分析来看，需要

将职业病防护摆放在首要位置上，记住职业病防护才是

开展化工生产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企业在职业病防

护中要考虑到安全意识的提升，针对可能存在的事故做

好应急管理，满足化工企业的实际生产需求，推动化工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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