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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针对某一化工企业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展开讨论研究，并对可能诱发职业病的

因素进行分析和等级评定。基于此，提出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健康卫生管理建议，以实现降低化工厂建

设项目中职业病发病风险的目的。方法：应用风险评估研究方式，以某化工厂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

对职业病危害种类、接触性工作、防护手段、管理方式等进行具体分析。结果：结合某化工厂建设项

目及可能产生的职业病进行分析，导致职业病发病因素以危化物为主，其中包括氨、异丁烯、叔丁胺、

二氧化氮等。根据风险等级评定，氨诱发化工厂建设项目职业病概率为中等风险、异丁烯和叔丁胺为

低等风险，二氧化氮为中等风险。根据各种危化品诱发相关职业病风险等级，提出相应防护和管理对

策。结论：通过系统研究，该化工厂建设项目可能诱发的职业病能够通过有效措施进行防控，具体防

控措施可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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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discuss and study the potential occupational diseases that may arise from a chemical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an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factors that could trigger these diseases. Based on this，

health and hygiene 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pre-evalu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hazards are 

propos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chemical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Methods：A risk 

assessment approach is applied，using a specific chemical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to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yp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hazards，contact work，protective measures，and 

management methods. Results：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chemical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the potential 

occupational diseases it may cause，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occupational disease onset are 

hazardous chemicals，including ammonia，isobutylene，tert-butylamine，and nitrogen dioxide. According to 

the risk level evaluation，the probability of ammonia causing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chemical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considered moderate risk，while isobutylene and tert-butylamine are low-risk，and nitrogen dioxide 

is moderate risk. Based on the risk level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hazardous chemicals，corresponding protective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Conclusion：Through systematic research，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otential occupational diseases caused by the chemical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can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rough appropriate measures，which ar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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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规范化工企业项目建设职业病危害评价体系、降低

化工企业建设项目施工人员诱发职业病风险，本次研究按照国

家相关标准进行具体研究及分析。化工企业，是促进我国化工

事业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基于化学技术与生产技术结合形成的

化工品生产企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相对普遍。但是，经过长

期观察发现，很多参与化工企业建设的工作人员，会出现各种

职业病。尤其长期接触高风险危化品的情况下，施工建设人员

患得职业病的风险显著提高，严重影响一线工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和家庭幸福。本次研究通过检查表法、预评价、类比法定量

分级法、控制效果评价等多种手段，结合正施工化工企业建设

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对化工企业建设施工可能诱发的职业病展

开讨论，并对不同危化品诱发职业病风险等级进行评价。以此

基础，提出相应解决与管理对策，并提出有关职业病防护工作

和卫生管理工作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某在建化工厂为研究主要对象，该化工厂主要生产项目为

叔丁胺。该化工厂建设轮班制度为 12 小时轮换 12 小时制，并

投入大量施工建设人员。一线施工建设人员工作内容主要以巡

控检查和控制室操作为主，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长期或不定量接

触到危化品，包括氨、异丁烯、叔丁胺、二氧化氮等。 

1.2 方法 

1.2.1 检查表法 

检查表法是本次研究讨论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化工企业建

设过程中，应用检查表法进行职业卫生情况讨论，能够以国家

明文标准规范研究评价过程，科学客观分析化工企业建设项目

中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各种危化物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造成的

危害。在此基础上，需要将各种因素逐一列出，通过统计表的

方式列出不同职业病诱发因素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产生的不

利影响，并以统计表内容对化工厂建设、工作人员施工提出管

理意见。检查表法具有高效、精准、针对性的特点，能够利用

分析结果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并结合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对比分

析。同时，检查表法海具有容易观察的特点，检查表内能够清

晰体现出各种数据，能够为后续职业病风险评价提供理论基

础，提升化工厂建设卫生评价工作水平。 

1.2.2 预评价 

预评价是本次针对某化工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研究的

主要研究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对职业病诱发因素进行预评价和

风险评估分析。通过预评价手段，能够利用半定量评估方法，

对模拟数据进行充实，并分析化工厂建设项目中潜在的影响工

作人员健康的具体问题、职业病诱因以及不同诱因的风险等

级。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预评价内容有工作人员接触到的危化

物种类、接触时间、接触浓度、是否有防护手段等。通过综合

分析不同变量，能够更为科学体现预评价科学性，对于职业卫

生分析、降低工作人员患职业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2.3 类比法 

在本次研究中，相较于检查表法，类比法更具有针对性和

应用优势。第一，在数据完整性与说服力方面，类比法数据更

为完整，能够通过控制变量，以定量的方式对研究结果进行预

评价分析，使讨论结果更加严谨准确。第二，通过应用类比法，

能够具有针对性地对化工厂建设项目卫生情况进行讨论，可以

通过转换处理的方式对各种风险要素进行评估，可以更加直观

锁定化工厂建设项目危害职业病的具体风险因素。第三，类比

法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相似理论依据，对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工

作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但是，类比法在实际应用中，其存在类

比内容寻找困难的情况，或者出现类比项价值不高的问题。因

此，在本次研究中需要结合检查表法和类比法综合应用，确保

本次研究内容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1.2.4 定量分级法 

本次讨论研究中，定量分级法是必须使用的研究方法，其

可以对不同影响化工厂建设项目诱发工作人员职业病的因素

进行定量分级，确定变量风险等级。通过定量分级法，能够更

加直观、精准地对相对变量进行等级评定，对于客观分析职业

病危险有重要作用。研究中，结合化工厂建设项目情况，需要

对氨、异丁烯、叔丁胺、二氧化氮等危化物进行定量分级，同

时需要结合工作人员与危化物接触时长、接触浓度进行等级划

分，以便形成科学的评估结果。在运用定量分级法时，需要结

合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具体因素分级，通过统一标准的方式使

分级结果更为科学严谨，以便合理把控风险因子的综合评估。 

1.2.5 控制效果评价 

本次研究中，最终研究结果需要进行控制效果评价，避免

出现研究结果不可控的情况。控制效果评价，是在结合国家安

监部门、劳动部门等具体要求下进行的分类控制效果，并结合

工作人员实际接触职业环境时长与危化物浓度进行效果控制

下的评价划分，确保研究结果的严谨性。其次，具体研究中，

还需要对工作人员的操作规范性进行控制。操作不规范，是严

重影响研究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在相关操作规范下，需要

严格控制工作人员操作规范性，确保最终评估结果合理严谨。 

1.2.6 风险水平的确定 

本次研究，需要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讨论，并对其划

分出风险水平，以便更好地展开职业卫生管理工作。针对本次

研究内容，风险水平确定为四个，分别为低风险、中风险、高

风险和极高风险。 

2.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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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该化工厂建设项目施工周期及投入生产后，产生的主要危

化物包括氨、异丁烯、叔丁胺、二氧化氮等四种，是职业病危

害的主要因素。由于该化工厂自动化程度较高，工作人员的日

常工作主要以巡视接触为主，大多数时间在控制室内工作，接

触危化物较少，属于我国化工厂工作正常水平。通过投产后分

析，工作人员平均每天接触危化物的时长约为 1小时。 

2.2 危害级别的确定 

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水平确定标准，需要结合暴露级

别、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级别等多种情况确定，详见下表 1.

职业病危害等级确定表。 

表 1  职业病危害等级确定表 

职业病危害因素 危害级别 暴露级别 风险级别 风险水平

氨 2 2 2 中等风险

异丁烯 1 2 1 低风险

叔丁胺 1 2 1 低风险

二氧化氮 2 2 2 中等风险

通过对表 1.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职业病危害级别风险水平

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级别。其中氨和二氧化氮风险水平最

高，达到中等风险水平，异丁烯和叔丁胺风险水平较低，为低

风险水平。 

3.讨论 

为进一步规范化工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管控和职

业卫生管理质量，结合本次研究内容，需要结合国家相关规定，

进一步提高专业卫生管理水平，降低化工厂建设项目及投产后

工作人员患得职业病的风险。根据本次研究可以发现，通过人

为干预可以有效降低危化物给工作人员带来的身体损伤，进而

能够有效降低工作人员患得职业病的风险。在职业卫生角度

看，通过有效的职业卫生干预与管理，可以大大降低化工厂建

设项目下工作人员患得职业病概率，有效提高我国化工事业发

展水平。结合本次研究，现提出以下建议： 

3.1 把控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是直接影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主要因

素之一，本次研究中主要的危害因素包括氨、异丁烯、叔丁胺、

二氧化氮等四项危化物。该四项危化物，是化工厂建设、投产

中避免不了会接触到的常见危化物种类，严重情况下会给工作

人员身体健康带来一定风险。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需要

把控职业病危害因素，通过明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方式，提前

做好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职业卫生服务。通

过把控职业病危害因素，能够有效提高化工厂建设项目安全

性，能够使工作人员知晓具体风险基础上开展工作，可以避免

出现不必要的人员健康损伤。 

3.2 控制暴露时长 

工作人员暴露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中的时长，是影响其身体

健康、是否会患得职业病的重要因素。短时间接触氨、异丁烯、

叔丁胺、二氧化氮等危害因素，通过人体代谢或自我免疫，工

作人员并非容易患得职业病。但是，长时间接触在氨、异丁烯、

叔丁胺、二氧化氮等危化物环境中，人体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

长期接触之下会增加工作人员职业病患得风险。因此，化工厂

在日常管理制度中，需要明确规定工作人员每日接触危化物的

最长时间，避免工作人员长时间接触危化物，影响其身体健康。 

3.3 定期进行风险评估 

化工厂作为特殊性生产厂，有必要定期进行风险评估。通

过科学风险评估，能够确保工厂准确掌握生产风险以及危化物

给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带来的威胁。因此，化工厂日常生产中，

应该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不应在发生生产事故后再进行

风险评估。以本次研究的某化工厂为例，其主要产生的危化物

为氨、异丁烯、叔丁胺、二氧化氮等，根据危化物等级评定，

该化工厂应最多 2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确保评估结果不断更

新，提高生产安全性。在安全评估同时，化工厂还应建立职业

病因素监测体系，通过科学严谨的监测工作，降低工作人员患

得职业病的风险。 

3.4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 

第一，化工厂应建立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体制，将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化，强制化。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中，需要明确规

定各项工作操作流程与操作禁忌，避免工作人员因操作不当影

响身体健康。第二，定期更换职业卫生安全用具。例如常见的

防毒面具、防护服等常规安全用具，化工厂需要定期做好质量

检测工作，并定期更换职业卫生安全用具，确保工作人员使用

的职业卫生安全用具不存在安全隐患。第三，强化职业卫生管

理人才储备。化工厂有必要组建专业职业卫生管理队伍或部

门，进行专业化职业卫生管理，通过专人专用的方式提高职业

卫生管理水平，降低工作人员患得职业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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