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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发展中对于化工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化工厂扩大生产并加快了化工

产品的生产速度，但在进行生产过程中，因接触了化工粉尘以及有毒的化学物质，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等从而对企业员工的身

体健康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并引起了疾病。同时也给员工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在促进化工企业发展的同时要加

强企业的管理，对于化学产品生产中所容易导致的健康问题进行有效的防治。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化工企业；职业病；防治；分析；改进

身体健康是关系到人们生存的重要问题，人类的一切活

动都是建立在身体健康之上的。是人类的生命之根本也决定

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家庭幸福等，因此可见健康的宝贵，

失去了健康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更别提进行创造与生产了。

1  我国职业病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度越发的

提高，在对于我国职业病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我国的职业

病问题相当的严峻，具有职业病危害人群分布广以及发病人

数多的问题。目前我国有约达2亿从事具有职业危害的工作

的人群[1]。并且分布在了三十多个行业，我国职业危害接触

人数、职业病大病人数以及累积病例数和死亡病例都非常的

高。不仅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危害，对经济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化工企业职业病的危害种类

（图一：职业病种类分布百分比）

近年来，随着我国化工行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随之

显现出来的还有化工生产的从业人员的职业病问题，就目前

的情况来看，化工企业员工的职业病危害越来越严重，职业

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2]。(如图一所示）在化工企业进行化工

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很多化学制品的加工原材料都是具有一

定的毒性的，由于在进行加工与生产中还要添加许多的辅助

性生产材料，员工在进行加工与生产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接触

到这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通常会以粉

尘、蒸汽等方式通过呼吸或者是皮肤接触少量的进入人体，

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长期积累对员工的

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轻者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重者

可直接对生命造成威胁。在对我国化工企业职业病进行调查

中发现，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2.1  粉尘危害

在化工企业的生产过程中，造成员工职业病最重要的因

素就是粉尘危害[3]。在进行化工产品的加工与生产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污染，但由于大部分的化工企业的生产环

境与通风情况都不是非常的好，因此导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粉尘在空气中长时间的漂浮滞留，最终在员工的呼吸过程

中，被吸入，长时间的粉尘吸入对人类的呼吸系统造成严重

的损害，可能导致呼吸道系统的炎症甚至是尘肺病、癌症的

产生[4]。众所周知，肺部是人类身体中的重要器官，尘肺病

会对人体内的肺部产生十分严重的危害，甚至会威胁到生命

健康，其所产生的并发症也十分的可怕并且不可逆转。尘肺

病如果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肺癌的发生。尘肺病是一种非常

常见的且对人体健康危害非常大影响非常广的职业病，其在

众多的职业病中占比也非常的高。

2.2  毒物危害

化工厂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毒性，在进行

化工品的生产过程中，很多生产的原材料就含有一些有毒的

元素，在生产过程中还要加入一些辅助材料，而这些辅助材

料有的也含有有毒物质，因此化工企业的员工在进行加工生

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物质，而这些有毒

的加工材料以及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物

质，并且以气体或是烟雾等形式漂浮在空气当中，通过人的

呼吸，接触进入人体，化工厂的工人长期处于这种有毒的环

境中，有毒物质在身体中进行堆积，当有毒物质达到一定量

的时候就会给人体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5]。因为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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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同时都会具有一定的刺激气味以及腐蚀性，当人体皮肤

与这些有毒化学物品进行接触时，会感觉到皮肤有刺激感，

或是出现过敏的症状，当接触到眼睛时会造成眼睛不适，严

重时会导致失明。一些有毒、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进入人体

的呼吸道后会引起呼吸道的炎症。由于化工厂的通风设施不

良以及长期堆放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空气中的氧气被更多的

有毒物质所替代，使工人在进入这种环境中就会产生窒息的

感觉，还因为有毒物质在进入人体后会影响人体内氧气的传

送，导致血氧饱和度低，或是由于有毒气体引发的呼吸道炎

症产生水肿导致呼吸不畅，都会引起人体的窒息反应[6]。同

时经过长期对有毒气体的吸入或是对于有毒物体的接触使有

毒物质通过人体的汗毛孔进入人体，有毒物体在人体堆积，

达到一定的量就会是人体产生中毒反应，甚至会危害到体内

的各个脏器的机能，导致脏器衰竭，影响生命。

2.3  噪声危害

噪声危害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对人类的健康也造成了

非常大的危害。随着社会经济以及工业、建筑业的发展，噪音

给人体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由于化工企业在生产以及运营

中，会用到大量的机械，机械在运转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的噪

音，当噪音超过80分贝就对人体机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如图

二所示）噪音的产生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以及心脑血管都产生

不好的影响，长期身处噪音污染的环境中，会造成人体的头晕

耳眩以及神经敏感。当人体的神经感官受到严重的危害时可能

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还会损害人体的听力。

（图二：噪音级别及影响）

2.4  其他危害

化工生产车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不仅含有大量的

有毒物质，也因为化工产品大多数为易燃易爆品，因此在对其

进行生产以及存储时很容易发生爆炸。火灾等重大危害。因此

化工人员在进行化工产品生产时还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3  造成化工厂职业病危害的人为因素

3.1  管理问题

很多化工厂在进行管理中出现了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对

于化工企业生产中所用到有毒有害的生产原材料以及易燃易爆

的化学物品进行性随意的堆放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带来了非常

大的安全隐患，容易导致爆炸以及火灾的发生，在日常生产的

过程中对于生产机械维修与保养管理不到位，容易在进行生产

的过程中发生严重的机械事故。同时还存在着管道爆裂以及槽

罐外溢的问题，对化工厂员工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3.2  工作环境差

由于化工企业的特殊性，其生产的环境非常的差，在

进行化工生产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大量的粉尘，然而这些

粉尘就会漂浮在空气之中，造成粉尘污染。同时由于化工生

产的原材料、辅助料以及添加剂中都含有一定的有毒有害物

质并且其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以及刺激味道，化工厂内原材料

的随意堆积以及在身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弥漫在生

产车间的空气中，由于通风不及时或是通风环境比较差的原

因，导致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挥发不出去，使车间内到处都

散发着刺激性的气味。造成了员工职业病的产生。

3.3  员工自身安全意识以及防护意识差

由于在进行化工生产中，化工厂的员工时刻都处于严重

的污染以及安全隐患当中，因此化工厂的员工要提高自己的

安全意识以及防护意识。但大多数的员工其思想意识奋斗非

常的淡薄，对这些不以为然，在进入化工厂车间时不按照严

格的着装要求进行着装，因在化工厂内存在着许多易燃易爆

物品，以及有毒有害物品，因此对于进入工厂内的员工着装

有严格的要求，但很多员工并不理会，进入工厂车间时穿着

一些容易引起静电产生的面料的衣服，有的因为夏天炎热，

进行生产的活动中就穿着简单的背心，并在摘安全帽、安全

手套、以及护目镜等防护装备，导致在生产的过程中极容易

发生安全事故。同时与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接触和生产的过程

中，不穿戴防护面具以及防护服，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

但在面对安全与健康问题时确实容不得一点侥幸心理的存

在，长期身处有毒的环境中或是如果遇到突发的毒气泄露事

故时，就会对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3.4  体检机制不健全

因化工厂员工长期处于恶劣以及有毒害气体的环境中，

身体健康多少都会受到影响，而对于化工厂常见的职业病进

行防范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职工的防范意识做好日常防范

外，还要定期的进行身体体检，对于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以免造成严重的健康隐患，但很多的化工厂为了节约成

本，没有建立员工体检机制，导致很多职业病没有被及时发

现并进行治疗，造成了严重的健康伤害。

4  化工企业员工职业病防治措施

4.1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

企业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安全性，

并为安全生产以及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想要使

化工厂进行安全高效的运转以及有效的对于职业病进行防治，

首先就要从加强企业的管理力度着手。化工企业要制定一套严

格的管理制度，对于员工生产过程中的着装以及操作进行规范

管理，并建立安全的危险物品管理制度以及对于大型机械设备

以及管道和气罐的养护与维修制度。严禁出现危险物品随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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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的现象，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进行集中妥善管理，对于存放易

燃易爆物品的环境以及温度要有严格的要求。避免爆炸与火灾

的出现[7]。企业专门设立设备维修岗位，对于用于生产的大型

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与维修，保证职工的生产安全，对于

管道及存储气罐每天检查并进行记录以免发生大型的化学物品

泄露问题。在员工进入生产车间时以及进行生产作业的过程中

对于员工的着装以及安全防护设施佩戴情况进行严格的管理，

对于着装与防护设施佩戴不合格的人员严禁进入生产车间，并

制定奖惩制度。对于不按照要求进行防护的人员进行一定的惩

罚，对其达到一定的制约性。

4.2  改善生产环境

面对化工厂生产环境差的问题，企业要对其加以改善。

首先化工厂的生产环境大部分是来自粉尘与有毒化学气体对

于空气的污染。因此想要改善化工厂的生产环境就要从化工

厂空气环境进行改善开始，化工厂可以建立一套空气循环系

统（如图三所示），加大空气的流通以减少空气中的粉尘，

并通过空气置换功能对于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过滤以

及转换。减少空气的污染程度，其次，对于化工厂有毒有害

的生产材料。辅料以及添加剂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以减少因

其随乱丢弃造成的环境污染。

（图三：化工厂空气过滤、循环系统的安装图）

4.3  加强员工的防范意识

在进行化工厂员工职业病防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

要提高员工自身的安全意识以及防范意识。随着国家制定的

《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企业要加大对于这项法律的宣传

力度，定期对工厂员工进行安全防范教育，还可以在厂房以

及生产车间张贴安全防范守则以及布置安全宣传栏。时刻提

醒员工安全生产以及防护的重要性[8]。

4.4  对员工进行定期体检，实行轮岗制度

在对于化工厂进行职业病防止的管理中，要加强对于员

工人体健康状态的关心，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身体健康，争取做

到平日防范，对于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严禁危重疾病的出

现。并为员工进行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险的申报，

如果遇到问题时为其提供基本保障。对于生产车间的一线员工

由于其长期处于有毒害物质的环境中，多少都会身体造成一些

损伤，因此化工企业可以执行轮岗制度，在加强防范的同时减

少其处于危害环境的时间。从而有效的对于职业病进行防治。

结束语：员工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全不仅关系到员工自

身的生命健康以及生活状态，同时对于企业的安全生产以及

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化工行业作为高危行

业，企业在关注生产发展以及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于

职工健康的关心。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使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促进其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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