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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中定量评价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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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是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

计阶段进行的。本文介绍了几种预评价方法并对其应用进行

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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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是指对新建 、 改建 、 扩建 、

续建以及技术引进 、 技术改造等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在可行性

研究或初步设计阶段所进行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它是根据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资料 , 以生产工艺流程为

主线 , 针对工艺中所涉及到的物质和设备 , 运用科学的方法 ,

辨识该项目中固有的和潜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分析

其存在部位 、 工人接触的机会和方式 , 预测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浓度 (强度)以及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 ,

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评价设计中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是

否科学 、 合理 、 有效 、 可行 , 最终提出预防职业病的补充建

议[ 1 , 2] 。

通过对拟建工程项目的生产工艺 、 设备 、 操作方式等各

方面进行定性分析 , 可以辨识出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其存在的部位 , 而要较为准确地预测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可能性及其程度 ,

就要采用一定的定量评价方法。现就其方法及应用进行探讨。

1　类比或类推评价法

它是根据相同或相似企业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的测试数

据 , 推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 将其与卫生标准相

比较 , 根据以往的职业病危害调查结果和毒理学资料 , 确定

其危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 , 对设计中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

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做出评价。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 选择恰当的

类比工程和数据是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基础和关键。即所选

的工程类型 、物料 、工艺流程 、生产设备 、存在有害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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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类型和作业场所条件应与预评价对象具有相似性和可比

性;所采用的数据要基本符合评价对象的客观实际 , 必要时

做模拟实验 、 测试必要的数据作为预评价的依据和验证 、 补

充类比数据。采用的数据应由依法取得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测试;其测试位置 、 测试时间和采样操作 、 采

样数量经审核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并对照预评价对象

的具体条件进行筛选 , 去伪存真
[ 3]

。

2　劳动条件分级评价法

它是在对建设项目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辨识 、

分析和类比或类推评价的基础上 , 运用国家规定的各类有害

作业劳动条件分级标准 , 对拟建项目有害作业的危害程度进

行定量评价。具体有有毒作业分级 、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

度分级 、 噪声作业分级 、 高温作业分级 、 低温作业分级和冷

水作业分级等分级标准 (GB12331—90 、 GB5817—86、 LD80—

1995、 GB4200—84、 GB/ T14440—93和 GB/T14439—93)。

3　单项指数和综合指数评价法[ 4 , 5]

该方法同样是以相同或相似企业生产中职业病危害因素

浓度 (强度)实际测试数据为依据 , 按照竣工验收评价中单

项指数和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 , 对生产过程中存在单项有害

因素或多项有害因素的拟建项目进行合格与否的评价。

3.1　单项指数法 (Pi)

当只有一个有害因素存在时 , 用单项指标检测数据除以

该指标的卫生标准作为单项评价指数 Pi (公式如下), 并把指

数 P i ≤1 判定为合格:

Pi =
Ci

S i

式中:P i———某测试点单项指数;Ci———某测试点实测

数据平均值;S i———某测试项目卫生标准。

由计算式可见指数 Pi ≤1 , 实际上就是检测结果不超过卫

生标准限值 , 即为合格。

3.2　综合指数法 (I)

当同时存在多项有害因素时 , 以综合指数 I 值的大小作

为判定是否合格的标准 (综合评价级别见表 1)。其计算公式

如下:

I= (P i)max∑ (Pi)/ N

式中 , I———综合指数; (Pi)max———最大单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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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各测试项目单项指数之和;N———同时作用的监测

项目数。

表 1　综合评价级别

综合指数 评价分级 综合评价标准

≤1.0 Ⅰ 合格

1.0～ 1.2 Ⅱ 基本合格

1.2～ 1.5 Ⅲ 限期治理

>1.5 Ⅳ 不合格

4　毒性危险指数评价法

有人提出对建设项目中存在的化学毒物 , 采用毒性危险

指数评价法进行评价 , 该方法选自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荷兰

劳动总管理局的单元危险性快速排序法中毒性指数计算法[ 3] 。

其具体公式为:

T=
(Th +Ts)

100
(1+GPH+SPH)

Th ———物质毒性系数 (由美国防火协会的物质系数表查

得相应的健康危害系数 Nh , 并经转换确定毒性系数 , 见表

2);

Ts———考虑有毒物质 MAC 值的影响系数 (见表 3);

GPH———一般工艺危险 , 表征了工艺固有危险的大小

(由工艺性质与特性确定);

SPH———特殊工艺危险 , 表征了由特定装置造成的危险的

大小 (由工艺条件 、 性质和装置的尺寸决定的);

T ———毒性指数。

根据 T值计算结果 , 确定该生产单元的危害等级。如多

种毒物同时存在时 , 以毒性指数最高的作为该单元的危害等

级 (见表 4)。

表 2　健康危害系数与毒性系数的换算

健康危害系数 (Nh) 毒性系数 (Th)

0 0

1 50

2 125

3 250

4 325

表 3　MAC 值的影响系数 Ts

MAC值 (ppm) 影响系数 (T s)

<5 125

5～ 50 75

>50 50

表 4　毒物的危害等级

等级 毒性指数 (T)

Ⅰ T<6

Ⅱ 6≤T<10

Ⅲ T≥10

5　其他定量评价方法

对于生产 、 加工 、 储存有毒或剧毒物质等重大危险源[ 6]

的建设项目 , 应采用世界银行国际信贷公司 《工业污染事故

评价技术手册》[ 6]或 “八五” 国家攻关课题中有毒物质泄漏 、

扩散等计算方法[ 7] , 对生产 、 加工 、 储存这些物质的装置可

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后果进行评价 , 预测大量毒物泄漏后 , 有

毒气体的扩散范围 、 浓度 , 判断不同距离 、 位置上可能发生

人员中毒的概率和死亡百分率。

以上几种方法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 同时也都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

前3 种方法都必须以已有的相同或相似企业的检测数据

作为预评价的依据 , 当没有合适的测试数据作参考时 , 定量

评价就无法实现。其中 , 综合指数评价法有时还会出现矛盾

的结果。这是因为各项职业有害因素对机体可能造成有害影

响的权重和特点并不一样 , 那么对各有害因素采用同等对待 ,

就可能出现某项有害因素严重超标 , 而综合指数仍为合格或

基本合格的现象。所以 , 当几种因素同时存在时 , 应采用综

合指数和单项指数相结合的方法 , 以得出较为合理的评价结

论。

毒性危险指数评价法仅适用于毒物的危害评价 , 但在一

般工艺危险性系数和特殊工艺危险系数的准确选取上 , 需要

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除以上几种方法外 , 在毒物定量评价中 , 是否还可以采

用流体力学中质量传递理论 , 在已知有毒物质理化性质 (饱

和蒸气压)、 使用量以及生产环境条件 (气温 、 气压)的情况

下 , 建立预测空气中可能形成的有毒物质浓度和事故状态下

可能达到的最大毒物浓度的方法 , 并针对其浓度值确定卫生

防护设施的合理配置 , 为企业有毒作业预案的制订和有毒作

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定量评价提供必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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