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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某企业废铅酸蓄电池拆解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分析评价该项目在采取

防毒、防噪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后的防治效果，从而对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进行评价。方法：对建设项目进行职业卫生

学调查，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与评价。结果：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铅尘、硫酸、氢氧化钠、噪声等，其中

破碎分离单元分离 1 线巡检工、皮带工、压滤工，分离 2 线巡检工、物料工，塑料分色单元班长、分色工、收料工接触噪声

超标，其他岗位接触危害因素符合国家标准。结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类别，采取的各职

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应进一步制定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补充完

善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相关内容。此次项目职业病防护基本符合相关法律发箍的要求，职业病危害

控制措施有效。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detection of the occupational hazard factors produc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waste lead-acid 
battery disassembly project of an enterpris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of the project after taking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against occupational hazards such as poison and noise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so as to evaluate the control effect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Methods: The occupational hygien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the occupational hazard 

factors in the workplace were detect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he main occupational hazard factors include lead dust, sulfuric acid, 

sodium hydroxide, noise, etc. in the crushing and separation unit, the first line patrol worker, belt worker, filter press worker, the 

second line patrol worker and material worker in the separation unit, the leader of the plastic color separation unit, color separation 

worker and material receiving worker are exposed to excessive noise, and the exposure hazard factors of other posts meet the national 

standards. Conclusion: The risk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classified as “serious occupational hazards”.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against occupational hazards basica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 

perfect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formulated, the maintenanc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otection 

facil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emergency rescue facilities, occupational health monitoring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training should be supplemented.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of the project basical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laws, and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hazard control measures a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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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某企业为响应国家号召，保护生态环境，防止重金属污

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特新建两条废旧铅酸蓄电池拆解生产

线，通过废物回收循环再利用，实现循环经济，减少环境

污染。

2 工程概况
建设项目新建2条15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拆解生产线，

包括废电池贮存仓库、破碎分选系统、塑料分离分色系统、

产品贮存区等，达到年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 30 万吨的产能，

副产铅膏 15 万余吨、铅栅 11 万余吨、塑料 9000 余吨及硫

酸 4000 余吨 [1]。

3 结果

3.1 生产工艺
采用湿法破碎处理的生产工艺，主要为备料、全自动密

闭破碎、水力分选以及塑料分离分色、产品储存等工序。

3.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该建设项目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铅尘、硫酸、

氢氧化钠、噪声等。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环节见表 1。

表 1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环节

评价

单元
接触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操作方式 产生环节

破碎

分离

分

离

1
线

班长
铅尘、硫酸、氢氧

化钠、噪声
巡视

振动给料

机、压滤平

台等

巡检工
铅尘、硫酸、氢氧

化钠、噪声
巡检

振动给料

机、破碎

机等

中控工 噪声 监盘 中控室

皮带工 铅尘、噪声 巡检 传输皮带

压滤工 铅尘、噪声 巡检 + 操作 压滤平台

行车工 铅尘、噪声 现场操作 行车操作室

铲车工 铅尘、噪声 现场操作 铲车

分

离

2
线

班长
铅尘、硫酸、氢氧

化钠、噪声
巡视

振动给料

机、破碎

机等

巡检工
铅尘、硫酸、氢氧

化钠、噪声
巡检

振动给料

机、破碎

机等

中控工 噪声 监盘 中控室

皮带工 铅尘、噪声 巡检 传输皮带

压滤工 铅尘、噪声 巡检 + 操作 压滤平台

行车工 铅尘、噪声 现场操作 行车操作室

铲车工 铅尘、噪声 现场操作 铲车

物料工 铅尘、硫酸、噪声 巡检
1 线和 2 线

振动给料机

塑料

分色

班长 噪声 巡视
塑料分选

系统

分色工 噪声 现场操作 分色机

收料工 噪声 现场操作 收料口

3.3 检测结果

3.3.1 化学毒物
作业人员接触化学性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铅尘、氢氧

化钠、硫酸，铅尘检测样品数 14 个，个体佩戴样品（铅尘）

数 15 个，氢氧化钠检测样品数 4 个，硫酸检测样品数 6 个，

各化学毒物检测合格率均为 100%。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2 化学有害因素浓度检测结果

检测

地点

职业病危

害因素

样品数

（个）

CTWA

（mg/m3）

CSTEL

（mg/m3）

结果

判定
振动给料

机、破碎

机、铅泥

搅拌罐、

压滤

平台等

铅尘 14 <0.004~0.019 <0.004~0.053 符合

碱罐旁、

电解液回

收槽

氢氧化钠 4 ＜ 0.0046 ＜ 0.0046 符合

振动给料

机、破碎

机、电解

液回收槽

硫酸 6 <0.13 <0.13 符合

3.3.2 物理因素
主要为噪声，共检测岗位 18 个，其中破碎分离单元分

离 1 线巡检工、皮带工、压滤工，分离 2 线巡检工、物料工，

塑料分色单元班长、分色工、收料工接触的噪声超标；其余

均符合国家标准。检测结果见表 3。

表 3 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评价

单元
检测岗位（个）

检测结果

LEX.8hdB(A)
合格数（个）合格率（%）

破碎分离 15 79.3~87.9 10 66.7%
塑料分色 3 86.7~89.46 0 0

3.4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评价

3.4.1 防毒
①生产车间采用全室通风；②破碎过程全密闭湿式操

作；③生产车间设置 2 套酸雾收集处理设施，分别对 2 条

生产线产生的硫酸雾进行收集。

3.4.2 防噪
①风机、循环泵等设备装有减振装置；②车间内值班室、

控制室墙体采用隔声材料。

采取的防毒措施应能达到防护要求；破碎分离单元分离

1 线巡检工、皮带工、压滤工，分离 2 线巡检工、物料工，

塑料分色单元班长、分色工、收料工接触的噪声不能达到防

护要求 [2]。

3.5 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品评价
配备有防尘口罩、浸塑手套等，3M 口罩滤芯按照需要

更换。但未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种类为接触噪声的作业

人员配备防噪耳塞，现场调查及检测期间，部分作业人员未

佩戴防噪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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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应急救援措施及评价
制定有《应急救援预案》，主厂房内电池破解工序设置

了洗眼器、淋洗器等防护设施，并在装置区设置救护箱；收

集、储存、输送废旧蓄电池电解质等强腐蚀物料周围地面、

排水沟及基础做好防腐处理。设备、管道、仪表采用防腐蚀

材料或进行防腐处理；硫酸储槽设置围堰和事故泄漏收集系

统，围堰高度和容量满足有关要求。酸液储罐设置液位检测、

超限报警等安全装置。

3.7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每年对在岗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工作，未根据作业人员接

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进行不同的有针对的体检项目，且

体检人员不全。

3.8 职业卫生管理
设置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制定了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进行了在岗职业

健康体检，车间出入口设置了职业病危害告知卡，但职业卫

生培训、职业病危害防治专项经费设置等不完善，未在生产

车间入口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 [3]。

4 讨论
4.1 结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类别。在建筑卫生学方面、

辅助用室设置方面、应急救援设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但在总平面及设备布局方面、职业卫生管理方面、职业健康

监护方面、职业病危害告知方面、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方面

等部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

4.2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防毒关键控制点为：①破碎分离单元压滤机处为重点防

护地点；②生产车间采用全室通风，通风口采用屋顶式通风，

与外界自然换气，排出的空气高空排放；③废电池贮存车间

采用密闭微负压设计；④作业人员现场巡检及作业时加强应

急救援措施及个体防护措施。

防噪关键控制点为：①分离系统皮带处、塑料分选为噪

声重点防护点；②风机、循环泵等高噪声和振动的设备拟在

设备底座安装减振装置；③噪声或振动强度较大的生产设备

安装在单层厂房或多层厂房的底层，且设备与基础之间安装

有减振装置。

5 结语
通过此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结合职业卫生学调

查，建设项目应进一步做好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维护保

养，塑料分色单元与破碎分离单元之间设置隔音屏障，采取

软帘隔开及墙壁增加吸声材料等隔声、降噪、吸声等施；高

噪声工作场所与低噪声工作场所分开布置，减少影响。根据

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为其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为高噪声作业人员配备防噪耳塞，并监督其正确佩戴。根据

各工作场所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设置“注意通

风”“当心中毒”“当心腐蚀”“噪声有害”“佩戴防噪耳塞”

等警示标识。在生产车间入口处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根

据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的不同，做有针对性

的职业健康体检项目，接触铅尘作业人员增加神经系统常规

检查，为接触硫酸的作业人员增加口腔科检查、肺功能检查；

为接触噪声的作业人员增加耳科常规、血清 ALT、纯音听

阈测试。定期组织上岗前和在岗期间职业卫生培训，建立并

完善职业卫生档案，设置职业卫生专项经费，做好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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