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卫生防护知识 

 
一、职业病： 

1、什么叫职业病？什么叫职业病危害？ 

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的劳动

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等

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危害是指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的各种

危害。 

2、职业病有哪四个特点？ 

⑴、病因明确，其病因就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是人为的，如果

这些因素得到消除或控制，就可以防止或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⑵、所接触的危害因素（病因）通常是可以检测的，只有接触

量超过一定限度，才能使人得职业病。 

⑶、在接触同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中，常常有一定人数发

病，很少只出现个别病人。 

⑷、大部分的职业病目前无特效药或治疗方法，早期发现，较

易恢复，发现越晚，疗效越差。 

3、为什么会得职业病？ 

职业病是人为的疾病，在劳动过程中有三个方面原因容易得职

业病： 

一是用人单位设立或提供的（劳动）作业场所不符合职业卫生

要求，产生了职业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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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设置（使用）的作业方式不合理，不健

康；三是劳动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或行为，不懂得个人防护和

自我健康保护。 

4、怎样知道自己有无得职业病？ 

由于目前大部分的职业病还没有特效治疗方法。预防职业病或

要早期知道自己有无受职业危害损伤和得职业病，最有效的办

法是进行职业性体检。 

职业性体检分三种： 

就业前体检---工人在从事有害作业前进行体检，通过体检发

现职业禁忌症，同时为今后定期体检提供参考比较的基础资

料。 

就业后定期体检---按一定时间间隔对有害作业工人进行体

检，早期发现可疑职业病（观察对象）和职业病。 

离岗体检--- 

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是指对从事某种职业病有害因素作业的

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目的是断定劳动者从事某种作业前的健

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该有害作业，是否有职业禁忌，是否有

危及他人的疾患如传染病、精神病等。为用人单位是否安排就

业，尤其是否安排劳动者从事有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提供客观证

据。 

在岗期间的定期健康体检。这是按一定时间间隔对从事有害作

业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常规的必要的检查。目的是及时发现

职业病有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早期影响，以致能及时诊断和

处理，对可疑患者可进行观察，对发现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或

有与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者及时调离，安排适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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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岗时的健康检查，是指劳动者在离岗前对其进行全面的

健康检查。体检的内容与项目是依据劳动者所从事的岗位，工

种中所存在的职业有害因素情况而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较为敏

感的指标，对劳动者进行检查。目的是了解和判断该劳动者从

事该有害作业若干时间后，目前的健康状况和变化是否与职业

病危害因素有关。 

二、工作场所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按其来源可分为下列三类： 

  1.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 

(1)化学因素：生产性毒物，如铅、苯系物、氯、汞等；生产

性粉尘，如矽尘、石棉尘、煤尘、有机粉尘等 

(2)物理因素：主要为异常气象条件如高温、高湿、低温等；

异常气压如高气压、低气压等；噪声及振动；非电离辐射如可

见光、紫外线、红外线、激光、射频辐射等；电离辐射如 X射

线等 

(3)生物因素：如动物皮毛上的炭疽杆菌、布氏杆菌；其他如

森林脑炎病毒等传染性病原体。 

  2.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1)劳动组织和制度不合理，劳动作息制度不合理等； 

(2)精神（心理）性职业紧张； 

(3)劳动强度过大或生产定额不当，不能合理地安排与劳动者

身体状况相适应的作业； 

(4)别器官或系统过度紧张，如视力紧张等； 

(5)长时间处于不良体位或姿势，或使用不合理的工具劳动。 

  3.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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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环境因素的作用，如炎热季节高温辐射，寒冷季度因

窗门紧闭而带通风不良等； 

(2)厂房建筑或布局不合理，如有毒工段与无毒工段安排在一

个车间； 

  （3）由不合理生产过程所致环境污染。 

三．职业危害： 

1、焊接作业的职业危害：电弧焊接时，焊条的焊芯、药皮和

金属母材在电弧高温下熔化、蒸发、氧化、凝集，产生大量金

属氧化物及其他物质的烟尘，长期吸入可引起焊工尘肺，吸入

烟尘中的金属氧化物还可引起金属烟尘热。氧化锰是电焊烟尘

中的重要毒物，长期高浓度吸入可引起慢性锰中毒。焊接时弧

区周围还会形成多种有害气体，可产生臭氧、一氧化碳、氮氧

化物，臭氧是氩弧焊和等离子弧焊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二氧

化碳气体保护焊产生的一氧化碳浓度最高。焊接电弧是一种很

强的光源，能产生中、短波紫外线，可引起电光性眼炎。非熔

化极氩弧焊和等离子弧焊需借助高频振荡器激发引弧，在引弧

的瞬间（2－３秒）有高频电磁场存在。等离子喷焊可产生 90

－123分贝的强噪声。非熔化极氩弧焊和等离子弧焊使用钍钨

棒电极，能放出 α、β、γ三种射线 

2．水泥生产的职业危害： 

水泥生产中主要职业危害是粉尘，粉碎、研磨、过筛、配料。

出窑、包装等工序都有大量粉尘产生。通常，生料中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约 10％，熟料含 1.7—9.0％，成品水泥含期间 1.2

－2.6％。长期吸入生料粉尘可引起矽肺，吸入烧成后的熟料

或水泥粉尘可引起水泥尘肺。水泥遇水或汗液，能生成氢氧化

钙等碱性物质，刺激皮肤引起皮炎，进入眼内引起结膜炎、角

膜炎。原料烘干、立窑煅烧（145℃）等作业地带，有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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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辐射。此外，各种设备运转时，可产生不同程度的噪声，可

损伤听力。 

3．聚氯乙烯塑料加工中的危害 

聚氯乙烯塑料加工成型原料为聚氯乙烯粒子，要加各种添加

剂，如增塑剂、稳定剂等。增塑剂中毒性较大的有磷酸三邻甲

苯醋及苯二甲酸酯类。硬脂酸盐类（如硬脂酸钡、锌、钙、

镉）和无机铝盐（如三盐基硫酸铅、二盐基磷酸铅）是常用的

稳定剂，在配料、捏和过程中有上述有毒粉尘飞扬。吹塑和注

塑成形时，当加热到一定温度，有热解的烟气产生，对上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也有致敏作用，有些人接触后可引起支气管哮

喘。聚氯乙烯粒子中有时可残留少量氯乙烯单体，加工时逸

出。 

4、服装加工的职业危害 

服装加工主要有裁剪、缝纫和熨烫三个工序，成批生产多采用

流水作业。缝纫机转动产生噪声，机器愈密、噪声愈强。缝纫

工长期保持坐位前倾姿势操作，可发生腰腿痛。熨烫工长时间

手拿熨斗，可发生右肢酸痛，工龄长的工人甚至发生腕部腱鞘

炎、肩周炎、颈椎病等。如照明不足，可影响视力。 

5．棉纺工业的职业危害 

用棉花纺纱、织布的基本生产过程包括开棉、混棉、清棉、梳

棉、并条、粗纱、细纱、整经、上浆、穿综筘、织布。开棉、

混棉、清棉、梳棉有棉尘产生，吸入棉尘可引起棉尘病。多个

工序有噪声产生，织布车间噪声最大，可损害听力，纺织车间

在夏季如不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强烈的太阳辐射作用于屋顶和

墙壁，也能形成高温、高湿环境，可出现中暑。纺织厂中视力

紧张的工作很多，如果采光照明不合要求，可引起视力疲劳和

近视。此外，纺织工人来回走动和站立作业多，不但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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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且易生扁平足、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毛纺织工业生产

过程基本同棉纺织工业，但原毛中可能含有炭疽杆菌、布氏杆

菌，必须注意消毒。 

四、毒物进入人体的三个途径 

生产性毒物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三条途径进入人体。

经呼吸道吸入并通过肺吸收，是最常见最危险的途径。有些毒

物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体内，如有机磷农药、苯胺，只要与

皮肤接触，就能被吸收。经消化道进入引起职业中毒的机会极

少，但是如果个人卫生习惯不良，在有毒车间内吸烟、吃东

西。饭前不洗手，也可使少量毒物进入消化道吸收。 

五、职业病危害的防护职业病危害的防护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作业场所设施的防护；  

二是个人防护用品，是保护工人健康的主要防护手段。个人防

护用品包括：帽、防护服、防护眼睛和面罩、呼吸防护

器、防噪声用具和皮肤防护用品。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关键在

要懂得其特点和性能，训练使用者正确使用、维护、管

理。 

1、防护帽 

用于防止意外重物堕落或飞击损伤头部和防止有害物质污染。

多用聚乙烯等制成。要符合国家标准 GB2811—81。视工种组

合使用，如电焊工安全帽等。防污染的防护帽以棉布或合

成纤维制成的带舌帽。 

2、防护服 

主要有防热（非调节和空气调节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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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化学污染服，防止化学污染物质损伤皮肤或经皮进入体内

作用。 

3、防护眼睛和面罩 

主要防护眼睛和面部受电磁波（紫外线、红外线、微波等）辐

射。粉尘、烟尘、金属和沙石及化学溶液溅射等损伤。 

防护眼睛的框架常用柔韧且能顺应脸型的塑料或橡胶制成。 

可有两类：（1）、反射性防护镜片（2）、吸收性防护镜片 

面罩有三类： 

（1）、防护固体稍末和化学溶液溅射入眼和损伤面部的面罩 

（2）、防热面罩 

（3）、电焊工用面罩 

六、职业病目录：10 类共 115 种 

1、尘肺：矽肺、煤工尘肺、碳黑尘肺、滑石尘肺、电焊工尘

肺等 13 种。 

2、职业性放射疾病、外照射急性放射疾病、内照射放射病等

11 种。 

3、职业中毒：汞及其化合物中毒、锰及其化合物中毒、氨中

毒、氯气中毒、氮氧化和物中毒、苯中毒、四氯化碳中毒等

56 种。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中暑、减压病、高原病、航空病手

臂震动病等 5种。 

5、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炭疽、森林脑炎、布式杆菌病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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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职业性皮肤病：接触性皮炎、光敏性皮炎、溃疡、化学性

皮肤灼伤。等 8种。 

7、职业性眼病：化学性眼部灼伤，电光性眼炎、职业性白内

障等 3种。 

8、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噪声聋、铭鼻病、牙酸蚀病等 3

种。 

9、职业性肿瘤：石棉所致肺癌、苯所致白血病等 8 种。 

10、其他职业病；职业性哮喘等 5 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确定是通过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及必要的实验

检测确定的。主要通过了解生产过程、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主

要有毒有害原材料、产品、中间产品及废弃物的理化性质等加

以确定，同时可以采用实验室检测的方法加以确定。 

职业卫生工作管理制度知识 

2009-08-05 20:32 

1.用人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

定，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

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2. 用人单位必须制定并落实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卫生档

案管理制度。 

2.1 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建立详细的职业卫生档案,其应包括: 

2.1.1厂企基本情况:单位简史、生产工艺流程图、存在有毒

有害的种类和 

工序、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及评价、有毒有害作业群体分

布及其健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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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职业性四种人(职业病、疑似职业病、观察对象及职业禁

忌症)情况等。 

2.1.2 职业健康情况:劳动者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

龄、藉贯、婚姻 

状况、出入厂时间、劳动合同时限、健康状况、工种调动、工

资发放及出勤 

情况等)、职业史、危害因素接触剂量、劳动保护、现病史、

职业性健康检 

查结果及其健康评价等。 

2.1.3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检测情况:包括危害因素种

类、监测或检测 

时间、地点、浓度（强度）、国家允许标准及评价结论等。 

3. 用人单位必须做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并建立相应的

管理制度。 

3.1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浓度或强度，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生产技术、工艺、材料、防护措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等。 

3.2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 30日内

申报，生产技术、工艺、材料等发生变更后 30日内申报变更

内容。 

4. 用人单位必须做好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卫生知

识的培训工作,并形成制度长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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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和安全技术部门、医疗部门、工会组织及车间

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定期接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

卫生培训。

二、工作场所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按其来源可分为下列三类： 

  1.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 

(1)化学因素：生产性毒物，如铅、苯系物、氯、汞等；生产

性粉尘，如矽尘、石棉尘、煤尘、有机粉尘等 

(2)物理因素：主要为异常气象条件如高温、高湿、低温等；

异常气压如高气压、低气压等；噪声及振动；非电离辐射如可

见光、紫外线、红外线、激光、射频辐射等；电离辐射如 X射

线等 

(3)生物因素：如动物皮毛上的炭疽杆菌、布氏杆菌；其他如

森林脑炎病毒等传染性病原体。 

  2.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1)劳动组织和制度不合理，劳动作息制度不合理等； 

(2)精神（心理）性职业紧张； 

(3)劳动强度过大或生产定额不当，不能合理地安排与劳动者

身体状况相适应的作业； 

(4)别器官或系统过度紧张，如视力紧张等； 

(5)长时间处于不良体位或姿势，或使用不合理的工具劳动。 

  3.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的作用，如炎热季节高温辐射，寒冷季度因

窗门紧闭而带通风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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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建筑或布局不合理，如有毒工段与无毒工段安排在一

个车间；

  （3）由不合理生产过程所致环境污染。 

三．职业危害： 

1、焊接作业的职业危害：电弧焊接时，焊条的焊芯、药皮和

金属母材在电弧高温下熔化、蒸发、氧化、凝集，产生大量金

属氧化物及其他物质的烟尘，长期吸入可引起焊工尘肺，吸入

烟尘中的金属氧化物还可引起金属烟尘热。氧化锰是电焊烟尘

中的重要毒物，长期高浓度吸入可引起慢性锰中毒。焊接时弧

区周围还会形成多种有害气体，可产生臭氧、一氧化碳、氮氧

化物，臭氧是氩弧焊和等离子弧焊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二氧

化碳气体保护焊产生的一氧化碳浓度最高。焊接电弧是一种很

强的光源，能产生中、短波紫外线，可引起电光性眼炎。非熔

化极氩弧焊和等离子弧焊需借助高频振荡器激发引弧，在引弧

的瞬间（2－３秒）有高频电磁场存在。等离子喷焊可产生 90

－123分贝的强噪声。非熔化极氩弧焊和等离子弧焊使用钍钨

棒电极，能放出 α、β、γ三种射线 

2．水泥生产的职业危害： 

水泥生产中主要职业危害是粉尘，粉碎、研磨、过筛、配料。

出窑、包装等工序都有大量粉尘产生。通常，生料中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约 10％，熟料含 1.7—9.0％，成品水泥含期间 1.2

－2.6％。长期吸入生料粉尘可引起矽肺，吸入烧成后的熟料

或水泥粉尘可引起水泥尘肺。水泥遇水或汗液，能生成氢氧化

钙等碱性物质，刺激皮肤引起皮炎，进入眼内引起结膜炎、角

膜炎。原料烘干、立窑煅烧（145℃）等作业地带，有高温、

热辐射。此外，各种设备运转时，可产生不同程度的噪声，可

损伤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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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塑料加工中的危害

聚氯乙烯塑料加工成型原料为聚氯乙烯粒子，要加各种添加

剂，如增塑剂、稳定剂等。增塑剂中毒性较大的有磷酸三邻甲

苯醋及苯二甲酸酯类。硬脂酸盐类（如硬脂酸钡、锌、钙、

镉）和无机铝盐（如三盐基硫酸铅、二盐基磷酸铅）是常用的

稳定剂，在配料、捏和过程中有上述有毒粉尘飞扬。吹塑和注

塑成形时，当加热到一定温度，有热解的烟气产生，对上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也有致敏作用，有些人接触后可引起支气管哮

喘。聚氯乙烯粒子中有时可残留少量氯乙烯单体，加工时逸

出。 

4、服装加工的职业危害 

服装加工主要有裁剪、缝纫和熨烫三个工序，成批生产多采用

流水作业。缝纫机转动产生噪声，机器愈密、噪声愈强。缝纫

工长期保持坐位前倾姿势操作，可发生腰腿痛。熨烫工长时间

手拿熨斗，可发生右肢酸痛，工龄长的工人甚至发生腕部腱鞘

炎、肩周炎、颈椎病等。如照明不足，可影响视力。 

5．棉纺工业的职业危害 

用棉花纺纱、织布的基本生产过程包括开棉、混棉、清棉、梳

棉、并条、粗纱、细纱、整经、上浆、穿综筘、织布。开棉、

混棉、清棉、梳棉有棉尘产生，吸入棉尘可引起棉尘病。多个

工序有噪声产生，织布车间噪声最大，可损害听力，纺织车间

在夏季如不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强烈的太阳辐射作用于屋顶和

墙壁，也能形成高温、高湿环境，可出现中暑。纺织厂中视力

紧张的工作很多，如果采光照明不合要求，可引起视力疲劳和

近视。此外，纺织工人来回走动和站立作业多，不但劳动强度

大，而且易生扁平足、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毛纺织工业生产

过程基本同棉纺织工业，但原毛中可能含有炭疽杆菌、布氏杆

菌，必须注意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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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8600500410

40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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