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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控制方法

杨淑娟
河南德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在职业健康必要性进一步增强的大环境下，因为化工企业生产制造工作人员身患职业病的概率也较高，

应当怎样对化工企业职业病进行合理防治逐步变成业内人员的关键研究内容。为确保化工企业职业健康，减少职业病

产生的概率，必须加强对化工企业职业病伤害因素的探索投入，掌握存有的职业病因素及职业病产生的原因，并立即

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控制方法，该点对推动化工行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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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伴随着化学工业的不断发展，化工企业的职

业病难题日益突显，导致了更多关注。化工企业的总数

愈来愈多，此外，患职业病的机率越来越高。化工企业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烟尘和很严重的

噪音，对职工健康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中

毒了、职业性失聪等十分严重后果。近些年，大众的生

活品质不断提升，对身体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怎样

降低化工企业的职业病风险性现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难

题。因而，化工企业务必重视，降低化工企业对职工导

致的不利影响，尽量操纵职业病，确保职业健康[1]。

1 化工企业职业健康管理现状分析

化工企业的工人接触到的有害物质种类繁多。化工

企业生产中一旦出现风险状况，会对员工的职业健康导

致很大的影响。现在大多数化工企业无法高度重视职

工的职业健康管理，对有关身心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较

低，不能在开发与生产制造环境里为职工营造良好的办

公环境。除此之外，化工企业职工无法深刻认识到职业

健康管理对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无法花费大量财

力物力开展职工职业健康管理，进而导致化工企业职工

的职业健康检查难以保证[2]。

2 化工企业存在的危害因素

针对化工企业的生产过程而言，因为通常牵涉到有毒

的原材料与产品，生产制造工作人员在参加生产工作的时

候会暴露于有毒的环境里，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因而，化

工企业务必意识到职业危害的必要性，掌握可能会引起职

业危害的危害因素，同时结合危害因素采用职业病防治对

策。化工企业职业病危害要素的具体内容如下。

2.1  化学有害物质
在化工企业生产中，非常容易接触到酸、碱以及具

有烧灼性与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及其氨、一氧化碳、氰

化氢、氢气、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氯化氢、氯化

氢气体、甲醛、肼、苯乙烯、甲烷气体、二乙炔气体、

锰以及化学物质、活性氧等有毒有害物质。例如一氧化

碳、氨、甲醛、肼等有害物质。在PVC生产中易接触，
氯碱化工生产制造中易接触氢氧化钠溶液、三氯化铁溶

液、氢气、氯化氢气体，PVC生产制造中易接触氯化氢
气体、乙炔气体、盐酸、硫酸、苯乙烯，天然气化工中

易接触甲烷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乙炔、丁炔、

N-甲基吡咯烷酮、苯乙烯。有害物质如锰以及化学物
质、一氧化碳、活性氧等。在日常维护操作过程中需要

暴露在这其中。在化工企业中，如果缺乏对原材料、工

艺新产品的高效管理，有毒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吸进或肌

肤接触伤害身体健康。对于此事，要是工作员不采取有

效的处置措施，以上有害物质就会进入身体，伤害身体

健康，严重的话乃至威协生产制造工作人员的生命安

全。因而，务必意识到有毒有害物质伤害的严重性，及

时采取可信赖的处置措施[3]。

2.2  粉尘污染
除此之外，粉尘对身体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在化工

企业中，许多工作都是会接触到粉尘，不论是化工厂生

产制造里的型号选择，或是矿山开采生产中的电弧焊

接、工程爆破、运输等。在所难免接触到许多尘土。粉

尘的种类很多，有无机物粉尘、有机化学粉尘、混和粉

尘，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在其中石绵粉尘具有极强的

致癌物质，而带有游离二氧化硅可能会引起矽肺病，比

较严重时往往威协人身安全。粉尘主要是通过肌肤、呼

吸道进入体内，具备刺激。因此生产过程中，一定要做

好安全防护，把粉尘带来的伤害降至最低。

2.3  物理有害物质
在化工企业的生产中，工人关键触碰噪声和高温。

化工企业不同区域的输送泵、空气压缩机、风机等设备

在运行过程中，可产生高韧性噪声，工人在安全巡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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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时候也暴露在其中。过高的噪音，工人接触时间

比较长，如防范不恰当，可导致职业危害噪声性失聪；

一些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反映必须在高温下中进行。

尽管反应罐实施了保温对策，但办公场所依然存在持续

高温，工人在高温天气条件下长期实际操作很容易发生

职业中署。

2.4  噪音污染
噪声污染是伤害的重要来源。依据对应的调查分

析，目前，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噪声的危害性越来

越厉害。据统计统计分析，在我国大约是1000万工人常
年在噪声环境污染超标环境中工作，其中还有100数万
人不同程度地身患职业危害失聪。噪声污染是有害的。

研究发现，人在短期内暴露于噪声环境污染严重的环境

里，也会引起听觉器官的变化、听力下降、听障等。噪

声污染对人身体会有危害。刚开始很有可能只能造成生

理疾病。长时间处于噪声环境污染严重的环境里，可导

致病损，造成听力损伤或永久听力丧失，从而出现职业

危害失聪。如果员工身患职业危害失聪，将不能与别人

沟通交流，对报案思维迟钝，甚至导致安全事故等风险

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

3 化工企业常见职业病

3.1  职业中毒
由于化工企业时会涉及到很多有毒化学物质，假如

疏忽大意，非常容易导致有害物质或有毒汽体进到人

体，造成中毒。依据接触者的差异，中毒病症也不尽相

同，很有可能对人体的消化吸收、神经系统、呼吸道导

致严重威胁。比较常见的职业中毒包含可导致呼吸不

畅、恶心想吐和作呕的窒息性中毒，及其可出现眩晕和

胸闷气短的化学气体中毒。除开有毒汽体所引起的中毒

外，金属材料中毒都是职业中毒的一大原因，如铅中毒

会让人体的肾脏功能和肝部造成危害，而锰中毒会影响

到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情绪波动与行为艰难。如果长时

间暴露于这类有毒的环境里，会影响到职工健康，乃至

威协人身安全。

3.2  尘肺
在生产工作中，各工作阶段所形成的烟尘会飘浮在

空气中，伴随着人的呼吸进到呼吸道。对于此事，若不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导致生产制造工作人员健康遭

受严重影响，立即严重危害身体健康。此外，尘土进到

人体呼吸系统后，会粘在呼吸道，持续刺激性人体呼吸

道黏膜，导致毛细血管扩张，分泌物多，进而导致鼻窦

炎、哮喘病、支气管炎的可能性。除了上述伤害外，假

如化工厂生产中所形成的烟尘有毒，会显著增加对人体

的危害性，导致尘肺病。

3.3  职业性皮肤病
因为化工企业在生产时会接触到了很多物质，刺激

非常大，很多员工总会得了职业性皮肤病。经过调查不

难发现，在诸多职业危害中，职业性皮肤病患病率很

高。比较常见的职业性皮肤病是皮肤色变，色素沉淀是

黑变病，色素沉淀是白癜风，会引起溃烂、皮肤病、皮

肤湿疹，给肌肤产生比较严重造成的伤害。

3.4  职业性噪声聋
噪声污染对身体健康有危害。从现实生活中不难发

现，化工企业工业设备和气体管道比较多，所产生的噪

音具备叠加效应，不容易减少，职工长时间处于噪杂的

工作氛围中。这会导致听力损伤、头疼、耳呜的现象，

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头昏或恶心想吐。对于此事，假如生

产工作人员不够重视，不到位积极治疗，可能会导致职

业性耳聋，并且随着病况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导致不可

逆转耳聋。除此之外，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生产人员的

听觉器官，还会继续危害生产人员的中枢神经系统和消

化道，致使心率失常和精神衰弱。除此之外，一部分生

产工作人员在长期性遭受噪声污染危害时，存有注意力

下降问题，进而在日常生产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操纵各

个方面，造成职业病产生的概率提升。因而，为了避免

以上状况，化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要对噪声污

染的严重性产生清晰的认识，并进行严格的安全防护。

4 化工企业职业病防护控制方法

4.1  采取工程防护设施
化工厂多见自动化技术、连续化生产制造，员工接

触职业病的主要方式为原料采购的人工加上、正中间化

学反应过程与产品取样实际操作、包装设计或罐装实际

操作。(1)人工加上原料采购可采取工程防护设施：①
针对桶装液态物料的投加，最好是设定专门打料室，在

打浆岗位设置方案局部通风排毒设施，搜集打浆时逸出

的有害物质，另外在打浆房间内设定综合性自然通风设

施，提升自然通风；②小袋装固体物料投加，可以通过

扶手箱或固态给料器加上一小包固态物料，并设置部分

工业除尘设施，操纵人工送料时烟尘逸出；③在吨袋或

半吨袋或半吨袋里添加固态物料。投料时，规定吨包袋

的出料口与反应罐的下料口密封性连接，反应罐维持轻

度负压力，防止投料时烟尘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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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化学反应

过程和物质取样可采取密闭式取样器，取样点可以根据

物料的特性、形状和全过程自动化水平设定密闭式取样

器，防止取样时有害物质逸出； ②双阀取样：在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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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阀。取样操作过程中，先用开内阀使物料注入取

样管路，随后关掉内阀，然后将取样瓶指向取样口，打

开外阀，将两阀间的物料放进取样瓶，之后关掉闸阀进

行取样。除此之外，取样前可能有一部分化学物质释放

出来，取样口下边应设接液器皿，取样结束后密封性，

防止有害物质逸出，废水应经常解决。(3)包装设计或罐
装作业工程防护设施：应尽量选用自动包装或灌装机，

并设置部分工业除尘设施或自然通风祛毒设施，以控制

外包装或罐装环节中烟尘或有害气体的逸出[4]。

4.2  加强化学品的规范化管理
化工企业普遍开展安全性常见故障整治预防活动，

制定相应的措施，保证安全生产和安全投入，保证生产活

动自始至终在环境里开展，为安全性生产运营造就高品质

自然环境。对于一些危险化学品，最好是采用各自处理方

式，科学合理布局场所，一旦出事故，快速解决。随着时

代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化工厂设备获得了优化和自

主创新。公司在开展化学实验操作活动时，应依据材料性

能开展一系列安全防护学习培训活动，鼓励员工严格按照

技术标准来操作。对于一些有害物质，公司要购买智能化

设备开展安全防护，如洒水、过滤防毒面罩等，并设立设

备安全工作单位，定期维护设备的应用状况，避免有害气

体进入体内，伤害身体健康。

4.3  强化工艺技术的管控强度
化工企业生产中工业生产有害物质所产生的职业病

是在所难免的。要优化提升生产加工工艺、生产设备和

生产操作步骤，对化工企业工作中环境下的有害物质采

用净化处理回收处理对策。与此同时，为降低职工患职

业危害的几率，公司员工必须严格按照生产步骤进行化

工原材料的生产，维持公司自我防范观念，能合理运用

防护装备。与此同时，化工企业必须采取有效的管理模

式和职业健康管理水准，自主创新化工企业的生产加工

工艺、生产设备和操作步骤。

4.4  定时安排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当今化工厂企业若想持续发展的比较强更长久，那

就需要制订一些生产规划。企业在规划本身发展过程的

过程当中，理应关心员工的职业健康，将员工职业健康

检查与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有效结合，按时分配企业员工

到有资质医院做健康体检。除此之外，企业还应当管理

方法员工身体状况，并建立完善的档案存放规章制度。

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进行监管，依据员工职业健康指标开

展动态化管理，能够加强防止职业危害的思想，提升工

作效能。

4.5  加强员工个人防护
化工企业具有较高的危险因素，全部企业都需要应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完善，并且需要全面的制订预防计划方

案。针对员工的个人防护而言，能从以下几方面下手。最

先，工作人员应加强监督个人防护装备用品的品质。一方

面，一定要避免防护用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出现；另一

方面，应该根据伤害的严重程度或类型对设备进行归类，

在不同部位摆放对应的防护用品。除此之外，还要确保全

部工作员都可以科学合理配戴该类物件。

结束语：总的来说，化工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

制措施可以对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关系，在比

较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严重的伤害到工作人员的生命

安全。因而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以及出现，务必全方

位以及深入了解造成化工企业人员发生职业病的危害因

素及相关达到缘故，全方位的了解普遍的职业病，并且

从采用工程项目安全防护措施、构建应急救援体系、提

升安全防护及做好职业卫生管理等多个角度进行全面的

考虑，为此提升化工企业职业病安全防护的良好效果，

最后有效的确保化工企业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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