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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作业环境中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防护要点分析

朱� 锋*

陕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西安��710200

摘� 要：电焊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已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手段之一，如造船、锅炉、器械建造、桥梁建设、建筑以

及车辆制造等行业更是如此。电焊技术主要是利用加入以及加压的方式，使金属连接面出现融化，然后又在金属连接

面上形成塑性变形，达到对连接面的固定作用。根据电焊作业中采用的加热方法和技术的不同，可将电焊分成熔化焊

及压力焊�种。工作人员在进行电焊操作时，对职业危害的接触方式有许多种，因此无法形成统一的职业危害防护工

作，只能针对性的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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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焊作业环境中职业危险因素分析

结合电焊作业的实际情况，发现基于电焊行业环境中存在的职业危险因素较多，主要包括：（�）锰中毒，在

电焊作业过程中，锰中毒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疾病，锰会致使人体内微量元素产生变化，进而呈现发生失衡的情况；

（�）紫外线和弧光，对于气焊作业过程以及电焊作业过程产生的紫外线、弧光来说，在作业时间很长的情况下，会

对作业人员的眼睛的角膜上皮造成损害，进而导致作业人员发生视线模糊、眼睛酸痛以及怕光等症状；（�）烟尘和

金属氧化物颗粒，由于电焊作业大多数是处在通风不佳的环境当中，这样极易导致作业人员在电弧焊接过程中吸入烟

尘或金属氧化物颗粒，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会使作业人员的肺功能受到损害；（�）铅、铝、锰金属元素，基于电

焊作业过程中，会产生铅、铝、锰等一系列金属元素，这些金属元素可导致作业人员产生神经行为、神经心理以及神

经生理异常等不良问题，进而使作业人员的神经系统功能受到损害���。

由此可见，电焊作业环境中职业危险因素较多，总结起来可以划分为物理因素与化学因素两大类，在上述各大因

素的影响下，会对电焊作业人员的眼睛、皮肤、肺部以及生殖系统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使电焊作业人员的健

康受到威胁。

2��危害性分析

�����触电事故

焊接时容易出现触电的环节主要有：焊接过程中、焊机空载状态下以及焊接集中等，或将电源长期放置在高温环

境中。①焊接环节。要保证焊接工作能长期稳定进行，就需要时常对焊接电源进行调节，因此就会对电极以及电路板

进行直接接触，再加上焊接时所连接的线路电压与家庭用电不同，一般都连接在（���a���）V，如果电力保障装置出

现故障或是人员操作失误，就会直接导致触电事故的出现；②焊机空载运行。由于多台焊接机长期在户外的高温下运

行，就会导致线路过热等，而造成短路、漏电等事故���。

�����火灾事故

在焊接过程中会产生电弧和火花，当作业现场周边存在着易燃物品时，就会引发火灾事故等。在坑道、沟渠以及

槽内等狭小空间更易引发。因此，应根据焊接工程要有针对性的提升工程安全质量，以保证工程安全生产，以及工作

人员的自身安全。

�����造成人员烧伤和辐射

焊接中形成的弧形电流带有一定的紫外线和红外线，会对人体造成直接辐射，其中红外辐射主要是热辐射为主，

如果焊接人员长期在高温环境下作业很容易出现中暑现象；而紫外线则相反，本身带有化学性质，能对皮肤进行穿透

而形成内部伤害，并且皮肤长期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就会出现皮肤脱皮、视力下降等���。

*通讯作者：朱锋，男，汉，陕西宝鸡，员工，高级工程师，大专，研究方向：电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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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害的防治措施

�����防触电措施

对于二次绕组电压而言，在工作过程中，一般都会将电压保持在（��a��）V，这些电压的级数相对较低，在工作

时很容易被焊接人员所忽视。虽然是低压，但也超出了安全电压（36V）的规定，因此对人身安全而言，仍然会构成

威胁。特别是焊接集中或户外环境工作中，并且将电源长期放置在高温环境中，更要引起注意。对于触电安全事故，

应对原则是选择专业的绝缘、屏蔽以及漏电保护等，以降低人体触碰到带电体的可能性，具体措施是：①提升电焊设

别的绝缘系统，保证绝缘材料符合当前工业发展需求；②当焊机发生故障进行检修的时候，需将维修地点进行移动，

并在维修时切断电源���。

�����防止火灾事故

火灾事故不仅会影响到焊接技术的发展，还会直接危害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例如，����年洛阳市“�����”特

大火灾事故，就是商厦在焊接时未按照相关标准进行作业，违章焊接导致商厦内部易燃物品起火，造成���人死亡；

����年�月��日，北京东方化工厂的工作人员在对丙烯甲酯的火车车槽人孔盖轴销螺母进行焊接作业时，由于该容器

之前存储过易燃易爆气体，而在焊接前也未进行清理和检测，导致内部气体闪爆，将人孔盖顶出，焊接人员当场死

亡。因此，对于储存过一些易燃易爆气体的容器进行焊接时，首先应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检查，以保证整体焊接工作的

安全；在狭小空间内进行焊接时，需有完善的环境通风，并按照相关规定对槽车进行清扫、置换和取样，在这些工作

完善之后，才可进行焊接作业���。

�����防止对人员造成烧伤和辐射

焊接人员在作业时，应按照相关要求穿戴好防护用品，例如，绝缘手套、防护服等，而在大电流焊接工作中，在

焊接钳上还要设置专业防护罩；在刚焊接完的地方，需要用石棉板等进行隔热处理，防止与身体接触，而造成烫伤。

在预防辐射中，同样要求工作人员要按照相关标准穿戴好工作服后再进行工作，对未穿戴焊接面罩以及有色眼镜的工

作人员，不允许其进行焊接工作。夏天工作时由于天气炎热，要对焊接作业环境进行降温处理，避免焊接人员的皮肤

过于外露，而对皮肤造成伤害���。

�����改善焊接技能

大多数危害源于焊条成分，以及焊接技术，所以改进焊条质量与技术有助于减小焊接危害。目前，大部分焊接技

术都是人和焊机直接接触，从而也增加了焊条对人体的影响。改良焊接技术，让工作人员在焊机分类的状态下进行，

就减少了对工作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使用含毒物质较小的焊条，改进焊条质量，有助于释放有毒物质，这也是一

种有效的防治方法。

�����优化管理机制

严格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形成职业病危害防治和健康监管部门，同时为其提供专门的监管人员，

以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将责任从上到小贯彻。健全职业病防治规程与规章制度，做好粉尘监控、防毒、防尘等

各种设施与仪器维护，通过优化职业病分析、统计与上报流程，对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同时，组织

工作人员参与到风险评估、识别与防治中，通过增强职业健康安全宣传，对职工定期进行体检，以形成安全有效的管

理档案，通过监测职业发展，对其进行动态管理。另外，职工还应结合操作规程，避免带病作业，做好防噪、防尘工

作，这样才能规范作业，形成安全、健康的长效机制。

�����做好通风工作，提高安全意识

对于封闭狭小的空间，浓度过高势必会增加伤害率，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电焊工作人员必须使用良好的通风设备，

只有分散空间内部的有毒物质，才能保障自身安全。从调查反馈的信息来看：电焊工按照工作要求，做好准备工作有助

于减少事故。因此，在现实工作中，电焊工必须结合工作要求，戴好绝缘手套，穿好工作服，将自己全副武装，并且随

时检查周边环境，一旦出现异常，应立即做出决断，提高应对策略，这样才能保障自身安全与工作要求���。

�����做好电焊工作人员技术培训与安全教育

为了保障电焊工作质量与人员安全，公司必须形成有效的管理方案与规章制度，通过定期对电焊工进行安全教

育，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意识，通过定期培训，从源头上减少由技术带来的伤害，提高技术能力。同时，上级人员

必须做好监察工作，不仅要保障现场检测与施工状况，还应结合施工环境与安全，做好紧急处理，这样才能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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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结合运行体系，各司其职

职业安全、环境、质量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它对做好防治工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它们涵盖了职业健康与

安全的各个领域，不仅能巩固体系操作过程，还能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从根本上做好职业危害的防治工作。因此，对

于电焊行业，需要企业与各级员工的共同努力，将安全做好考核经营的核心依据，落实职业病防治管理，保障生产加

工安全���。

4��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探究，认识到电焊作业环境中的职业危害因素诸多，包括了：锰中毒、紫外线和弧光、烟尘和金属氧

化物颗粒以及铅、铝、锰等金属元素。因此，有必要优化电焊作业现场环境，合理安裝烟尘捕集机和通风系统，并指

导电焊作业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做好个人防护，按照工作要求佩戴防护眼罩、防尘口罩、手套以及工作服等。相信在

认识电焊作业环境中的职业危害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电焊作业环境中的职业危害将能够得到有

效控制，进一步为电焊作业安全性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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