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置； 可研报告中对控制间、 局部抽风除尘、 厂房

轴流风机等防护设施进行了设计， 未对辅助用室中

设施数量进行设计。 通过对该项目可研报告的分析

和类比企业调查， 该项目噪声、 粉尘和电离辐射是

重点控制因素。
３ ２　 建议　 （１） 全室通风应满足排风口高于房顶

３ ｍ， 避免和进风口短路； 房间内合理气流组织， 必

要时采取有效导流措施； （２） 除尘风管风速应当符

合垂直风管≥８ ｍ ／ ｓ， 水平风管≥１０ ｍ ／ ｓ 的要求；
（３） 分级筛局部上吸式除尘罩控制点风速≥１ ２ ｍ ／ ｓ，
磨光机密闭式除尘装置控制点风速 ≥ ０ ４ ｍ ／ ｓ；
（４） 对产生高强度噪声的分级筛工序采取远程监控，
减少作业人员接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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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某金矿采选工程噪声危害状况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王冰， 李美琴， 南小影， 王斌， 康佩， 刘亚杰， 杜文霞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要： 检测甘肃省某金矿工作场所 ３９ 个噪声作业点， 有

２２ 个检测点超标， 占 ５６ ４％。 各岗位人员接触噪声 （Ｌｅｘ ， ８ ｈ）
声压级 ７５ ７～ １０３ ５ ｄＢ （Ａ）， 超标岗位 ８ 个。 提示井下噪声

为金矿企业的防治重点之一， 且多处于中、 重、 极度危害程

度等级。 金矿企业应加强对外包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监

督检查， 做好外协工人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关键词： 金矿； 职业危害；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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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是金矿采选工程中重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

一， 对职工的健康影响极大。 尤其我国金矿企业存在

将危害严重的岗位外包现象， 而外包单位不重视工人

的职业健康管理， 导致职业病发生。 现针对某金矿采

选作业噪声危害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以某金矿作为研究对象。 该金矿包含采

矿 （２１＃坑、 ２６＃坑、 竖井） 和选矿厂。 日处理矿石

１５０ ｔ， 产品为精金粉， 年产量约 ６ ０００ ｔ。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职业卫生调查　 对该金矿工人的接噪、 个人

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调查。
１ ２ ２　 噪声检测　 分为工作场所噪声检测和工作人员

个体噪声检测。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主要对每一工作地

点分别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等能量原理将一天实际工

作时间内接触噪声声级规格化到工作 ８ ｈ 的等效声级

（Ｌｅｘ ， ８ ｈ）。 个体噪声检测按照工作岗位进行。 本次检测

所有噪声作业点 ３９ 个， 个体声级剂量仪的测量工人数

量占接噪工人总数的 １８ ９％， 连续 ３ ｄ 采样。 检测与评

价依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２ 部分：
物理因素》 （ＧＢＺ ２ ２—２００７）、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

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４ 部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２２９ ４—２０１２）、 《用人单位劳

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 （安监总厅安健 ［２０１５］ １２４ 号）。

２　 结　 果

２ １　 工艺流程 　 金矿采用地下开采方式， ２１＃坑、
２６＃坑属于斜井， 斜井与竖井整体工艺相同， 但出渣

后运输方式不同， 斜井依靠电车 ／矿车， 竖井采用罐

笼运输。 选矿为浮选工艺， 流程见图 １。

·４８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３３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２　 　



图 １　 选矿工艺流程

２ ２　 工作场所噪声声级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噪声作

业点 ３９ 个， ２２ 个检测点噪声声级超过 ８５ ｄＢ （Ａ），
占 ５６ ４％。 采矿的运渣工序及选矿浮选、 精粉压滤、
浓密、 尾矿压滤、 尾矿运输等工序部分岗位噪声声级

低于 ８５ ｄＢ （Ａ）。 该矿噪声主要为机械性噪声， 同时

伴随着强振动， 其中噪声声级较高的场所主要集中在

采矿工艺的凿岩机、 卷扬机、 空压机以及选矿工艺的

磨矿车间。 主要岗位工人接触噪声声级测量结果及危

害程度分级见表 １。
２ ３　 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测定结果　 该金矿接触噪

声作业 ８７ 人， 噪声 Ｌｅｘ ，８ ｈ７５ ７～１０３ ５ ｄＢ （Ａ）。 噪声作

业岗位１２ 个 （４９ 人）， 其中噪声超标岗位８ 个 （３１ 人）。
采矿钻工工作场所均为Ⅳ级 （极度危害） 岗位， 选矿自

磨工为Ⅲ级 （重度危害） 岗位， ２６＃坑卷扬工、 选矿厂球

磨工、 重板皮带工均为Ⅱ级 （中度危害） 岗位， 竖井卷

扬工为Ⅰ级 （轻度危害） 岗位。 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岗位工人接触噪声声级测量结果及危害程度分级

作业场所　 　 　 工种　 　 　 接噪人数 测定地点　
噪声声级

［ｄＢ（Ａ）］

个体噪声测定

［Ｌｅｘ ， ８ ｈ ，ｄＢ（Ａ）］
噪声作业

岗位
超标岗位 分级 危害程度

采矿 ２１＃坑 钻工 ６ 凿岩机 １０８ ５ ９９ １～１０３ ５ 是 是 Ⅳ级 极度

卷扬工 ２ 卷扬机 ９６ ０ ８４ ０ 是

空压机工 ４ 空压机 ９３ ６ ８１ ６ 是

２６＃坑 钻工 ６ 凿岩机 １０７ ９ ８８ ５～１０３ ４ 是 是 Ⅳ级 极度

卷扬工 ２ 卷扬机 ９５ ６ ９２ ６ 是 是 Ⅱ级 中度

空压机工 ４ 空压机 ９１ ８ ７９ ８
竖井 钻工 ６ 凿岩机 １０７ ５ ８７ ３～１０２ ３ 是 是 Ⅳ级 极度

卷扬工 ２ 卷扬机 ９１ ３ ８８ ３ 是 是 Ｉ 级 轻度

空压机工 ４ 空压机 ９１ ３ ７９ ３
选矿 磨矿 重板皮带工 ３ 重板给料机 ８７ ６ ９１ ５ 是 是 Ⅱ级 中度

２＃皮带尾 ９３ ６
２＃皮带头 ９７ ５

自磨工 ３ 自磨机 １００ ８ ９５ ０ 是 是 Ⅲ级 重度

旋流器 ９６ ８
记录位 ９５ ７

球磨工 ３ 加钢球 ９８ ７ ９３ ５ 是 是 Ⅱ级 中度

加润滑油 ９８ ７
球磨机前 ９８ ３

浮选 浮选工 ６ 渣浆泵 ９５ ７ ８０ ７ 是

精粉压滤工 ６ 精粉压滤机 ８９ ２ ８４ ４ 是

尾矿压滤 浓密机工 １８ 渣浆泵 ８７ ９ ７６ ９
尾矿压滤工 １２ 渣浆泵 ８８ ３ ７５ ７

２ ４　 职业健康监护及防护用品配备　 该矿 １２１ 名接

噪工人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接噪工龄 １ ～ ３ 年。 各

工种职业健康监护及噪声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见

表 ２。
表 ２　 各工种职业健康监护及噪声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工种 用工类型 职业健康监护 个人防护用品　 　

卷扬工、 钻工、 空压机工 外协工（３６ 人） 未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无护听器

重板皮带工、 自磨工、 球磨工、 浮选工、
精粉压滤工、 浓密机工、 尾矿压滤工

正式工（５１ 人） 体检项目依据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要求， 检出噪声性高频听

力下降 ５ 人， 职业禁忌证 ４ 人 （自磨工 ２ 人、 重板皮

带工、 球磨工各 １ 人）， 均调离原岗位

防噪耳塞 （３Ｍ）

·５８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３３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２



３　 讨　 论

本调查显示， 高声级噪声场所主要分布在采矿凿

岩、 卷扬机、 空压机和选矿磨矿车间， 噪声声级最高

为井下凿岩机场所 ［１０７ ５ ～ １０８ ５ ｄＢ （Ａ） ］， 应作

为金矿采选工程噪声防治的重中之重。 各岗位作业人

员接触噪声 Ｌｅｘ，８ ｈ超标率高， 采矿钻工 （凿岩机） 接

触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高达 １００ ｄＢ （Ａ） 以上， 属于极

度危害岗位。 其噪声超标主要由于井下凿岩作业时，
矿石材质坚硬， 凿岩机在矿石上钻孔， 钻头与矿石之

间发生较大的机械振动， 产生高强度噪声； 井下作业

空间狭窄、 封闭， 声波较地面集中， 同时巷道四壁坚

硬致密， 易使声波反射， 同时接噪人员作业时间长，
无休息区， 进一步加重了噪声的危害程度。

职业健康检查发现噪声职业禁忌证 ４ 人， 复查后

调离噪声岗位， 说明选矿作业人员受噪声的危害较

大。 而井下作业人员接触的噪声声级更高， 时间更

长， 且未配备护听器。 由于外包单位对国家职业卫生

法律法规及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认识不足， 未组织外

协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此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重

大疏忽和隐患。 金矿企业作为职业病防治主体， 职业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与外包单位签订职业病防治责任

书， 加强对外包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确保其有效落实。 采矿作业人员长期工作在高噪声环

境下而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将产生永久性听力损

失， 甚至导致严重的职业性噪声聋， 故应采取措施，
降低劳动者实际接触噪声水平。 首先， 进一步革新工

艺， 加强各类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 提高机械化和自

动化程度； 同时对于大型机械设备做好防噪减振措

施， 减少作业人员接噪时间。 其次， 金矿企业应要求

外协单位加强机械设备的保养， 改善凿岩工作面的通

风方式， 尽量在保证通风量的情况下， 减少局部通风

机的数量， 降低噪声声级。 第三， 为外协工配备合格

的护听器， 并督促正确使用。 佩戴护听器可以减低噪

声， 但是结合现场情况， 矿下作业人员作业繁杂， 佩

戴防噪耳塞从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工人的工作。 矿下工

作地点潮湿、 闷热， 佩戴防护用品加剧了工人的不舒

适感， 影响矿下有效信息的传递， 如顶板噪声、 车辆

报警声等。 因此， 改进防噪用品， 使其在不影响工人

工作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抗噪作用， 并应密切

加强安全事故等警示和相应的防范措施。 第四， 噪声

超标岗位的作业工人职业健康体检周期应为 １ 年， 其

余噪声作业岗位体检周期为 ２ 年， 体检结果书面告知

劳动者。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１－２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９－０３－２１）

　 　 作者简介： 王姣 （１９７５—）， 女， 副主任医师， 从事职业卫生评价
工作。

盘锦市防水卷材加工行业职业危害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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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ｉ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王姣， 安刚， 娄建

（盘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盘锦 １２４０１０）

　 　 摘要： 对盘锦市 ７ 家防水卷材企业的职业卫生学调查结

果显示， 该行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矽尘、 煤尘、
滑石粉尘、 其他粉尘、 沥青烟、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一氧

化碳、 高温、 噪声、 工频电磁场， 除 １ 家企业板岩投料处矽

尘的超限倍数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外， 其他检测

结果均不超标。 生产现场均为人工操作， 生产车间的浸油槽、
涂油槽均为敞开式， 工人在配料、 浸油、 涂油、 放岩、 下卷、
压膜的过程中可经呼吸道吸入、 皮肤吸收的方式接触到石油

沥青烟和有毒有害物质， 且个别生产厂房无有效通风设施，
现场工人工作时间长， 作业工人需佩戴防护用品， 确保劳动

者身体健康。
关键词： 防水卷材； 职业病危害； 石油沥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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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盘锦市防水卷材加工行业职业病危害现

状， 为职业卫生监管和保护劳动者健康提供科学依

据， 对 ７ 家防水卷材企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调

查， 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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