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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工艺复杂、产

品种类繁多，生产过程可产生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化工

企业生产工艺一般均采用管道、反应釜等密闭系统，其

职业病危害因素一般存在于生产的某个关键环节中，因

此，掌握化工企业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是化工企业

职业病防治的有效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全民健

康概念的提出，职业健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职

业病危害因素多、产生环节多的化工行业，只有从源头

上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优化原辅料，革新生产工艺，

探索最佳的生产操作等，才能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

1　化工企业职业病概述

所谓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

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

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导

致职业病发生的危害因素产生于诸多环节，其中主要环

节之一是生产工艺过程。化工生产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生

产，有着很大的危险性及危害性，生产过程具有高温、

高压、易燃、易爆、易中毒、易腐蚀的特点。长期在这

种场所工作，会对化工生产工人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影

响，甚至是导致不可逆的职业病 [1]。因此，在职业病危

害防治和控制的方式上首先应选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以

减少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环节。同时，应提高机械化、密

闭化和自动化程度，从而降低有害物质的逸散，避免劳

动者直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机会和频次。

2　化工企业中常见的职业病

2.1 职业性尘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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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造成职业性尘肺病。这些粉尘通常会漂浮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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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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时也会造成职

业性尘肺病。

2.2 职业性噪声聋

同时，噪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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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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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还会对神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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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职业性皮肤病

由于化工企业生产中会接触到大量的化学物质，刺

激性非常大，很多职员常常会患上职业性皮肤病。经调

查，可以发现职业性皮肤病的发病率在众多职业病之中

非常高，比较常见的职业性皮肤病表现有皮肤颜色改变，

色素沉积即黑变病，色素减少即白斑病，还会造成皮肤

溃烂以及皮炎湿疹等，给皮肤带来严重的伤害。

3　化工生产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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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化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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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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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化工生产中职业病危害的控制措施

4.1 加强职工自我保护意识

对于进入化工企业工作的员工来说，首先就要参与

企业的职业病预防培训，了解企业的实际工作生产环境，

加强对于保护措施的学习，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因此化

工企业的员工在上班期间要严格按照企业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穿戴好防护工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果员

工在面临一些具有高危害的工作环境时，企业没有提供

安全有效的防护工具，那么员工要直接拒绝并向有关部

门反映。只有在企业能够提供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后，

才能够继续工作，切实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生命健康安全
[2]，全面提升化工企业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4.2 原辅料环节的控制

在职业病危害控制环节中，首先是采用无毒原料代

替有毒原料，低毒原料代替高毒原料，从源头上降低有

毒物质对人体的危害。例如，在油漆生产中，采用二甲

苯代替高毒物质苯作为原料；在制冷过程中，采用有机

氟化物代替高毒物质氨作为制冷剂；在生产蒸汽中，采

用天然气代替煤作为锅炉燃料；等等。

4.3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

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是化工企业做好职业卫生

管理的基石，化工企业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体系，设置

健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制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对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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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职业卫生培训，定期对工作场所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3]，并进行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和不断完善职业卫生档案资料。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的要求落实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4.4 建立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在企业的管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管理人员要充分

意识到职业卫生管理组织的重要作用，要设置专门的职

业卫生管理部门，并聘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管理监督，

全面提升化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职

业卫生管理体系，为企业后续的职业卫生管理提供一个

科学合理的指导，可以聘请一些专业的医务人员充实到

企业，要强化对于化工企业设备安全以及职业病的防护

工作，从根本上提升化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质量。

4.5 生产工艺的控制

从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角度出发，选用先进的生产工

艺，提高自动化程度，以减少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的环

节，或降低工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机会，均可有效

防治职业病。比如，生物有机肥采用好氧发酵工艺替代

厌氧发酵工艺，可有效减少硫化氢、氨、甲硫醇等对人

体有害物质的产生。又比如，磷酸生产需要对磷矿进行

加工，磨矿分为干磨和湿磨两种方法。在加工过程中，

含有氟化物的粉尘可逸散至工作场所空气中，导致人体

接触而影响健康。从生产环节来看，湿磨方法可有效减

少粉尘逸散 [4]。

4.6 制定完善的职业病防治应急救援措施

化工企业生产工艺复杂，工艺过程多于密闭设备内

进行，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仍应加强应急救援事故的防

范工作。企业应制定职业危害事故处理应急救援预案，

以职业危害因素为课题组织岗位员工进行针对性演练，

提高岗位员工应对中毒、窒息、中暑、灼烫及其他伤害

等危害因素急救能力。可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卫

生应急演练，公司级、车间级、班组级演练要适时进行，

切实提高全员的应急救援处置技能，一旦发生事故能正

确、有序应对。企业要配备足够的应急物资、器材、急

救药品；定期对生产装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进行排查，

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对特种防护用品和应急装备定期进

行检测和维护，确保其有效使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化工行业的不断发展，化工企业职

业病的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化工企

业的数量不断增多，与此同时职业病出现的概率也越来

越高，化工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

体、粉尘以及严重的噪声，这些都会对工作人员的身体

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引发中毒、职业性

耳聋等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化工企业必须给予其充

分的重视，降低化工产生中对职员造成的不利影响，尽

可能地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保证职业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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