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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某卷烟厂 2023 年职业卫生现状评估

蓝蔓蔓 张肖淳

广西安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目的了解广西某卷烟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其危害程度、防护设施

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的效果等。方法通过职业卫生调查、职业卫生检测去获得劳动者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接触水平，然后采用检查表法并结合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效果对卷烟

厂职业病危害现状做出综合评价。结果该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烟草尘、

噪声和高温；其中粉尘合格率为 100%，噪声合格率为 92.0%，超标岗位均属于轻度危害。结论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发生听力损伤的风险较高，企业应加强噪声防治，尽量减少噪声对工人健康

的危害。

关键词：职业病危害；烟草尘；噪声

引言

为了解广西某卷烟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危害程度，防护设施的

运行情况和劳动者的健康监护等现状，本文于

2023 年对该卷烟厂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与评价，具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选择年产香烟 80 万箱的广西某卷

烟厂作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现场调查

采用检查表法对本项目的总体布局、生产

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分布、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效果、应急救援

设施、职业健康监护情况、个人防护用品等情

况进行调查。

1.2.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主要依据 GBZ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

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92.1－

2007《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第 1部分：总

粉尘浓度》、GBZ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

因素测量第 8 部分：噪声》等相关检测规范进

行采样检测
[1-3]

，并按照 GBZ2.1-2019《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有害

因素》和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对检测结果

进行分析评价
[4-5]

。

2 结果

2.1 企业概况

该企业投产时间为 1978 年，目前生产车

间已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并成立

了专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公司负责人和管

理人员均培训上岗，已具备比较完善的职业健

康管理体系。目前企业现有工人 937 人，其中

生产人员为 773 人，制丝工段和卷包工段实行

两班制，每班工作 8 小时，每周 6天；膨胀工

段实行一班制，分前后段生产，每班工作 8小

时；公辅单元实行四班三运转，每班工作 8小

时。

2.2 生产工艺

卷烟厂生产工艺主要由制丝、烟丝膨胀、

卷接包装三个工段组成。制丝生产工段：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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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配方将不同的烟叶混合制成配比均匀的

叶组，随后将混合好的叶组经预处理（切片、

松散回潮、激光除杂）后，通过割丝机切割成

细丝，然后送入烘干室进行烘干，随后经加湿

风选后，根据品牌的口感和香气的要求对烟丝

进行混合加香，最后形成不同等级要求的叶丝；

烟丝膨胀生产工段：已经按工艺要求处理好的

原料烟丝定量均匀地输入到冷端浸渍器中进

行浸渍，待烟丝在二氧化碳液体中充分浸渍后，

降低浸渍器的压力，烟丝细胞内部的二氧化碳

液体会形成干冰，随后干冰烟丝进入到升华器

内，并与升华器内的高温气体充分接触，烟丝

细胞中的干冰则会迅速升华，蒸发自身水分的

同时带动烟丝膨胀，形成膨胀烟丝；卷接包装

生产工段：卷接机把检验合格的烟丝卷制成符

合要求的烟支，并接装成带滤嘴的烟支，随后

通过包装机将烟支包装成小盒、条盒，最后装

箱入库。

2.3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及车间整体布局情况，

将评价单元分为制丝工段、膨胀工段、卷包工

段和公辅单元四个评价单元，生产工艺中存在

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烟草尘、噪声和高温，

见表 1。生产过程中存在部分职业病危害因素

识别了但未做检测，原因为：①卷烟厂配电房

未设固定值班岗位，作业时间短，作业人员接

触到工频电场时间短，故未对工频电场进行检

测。②卷烟厂电焊为按需作业，作业人员接触

锰及其化合物、电焊烟尘等电焊相关的危害因

素时间较短，故本次未对电焊过程产生的相关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③甲烷现今未有

职业卫生检测标准及限值要求，故未对甲烷进

行检测。④由于低温目前无检测方法和依据，

且检测时属于冬季，故未对低温和高温进行监

测。

表 1 作业人员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评价单

元
工序名称 职业病危害因素

评价单

元
工序名称 职业病危害因素

制丝工

段

自动开箱 烟草尘、噪声

切烟片、松散回潮 烟草尘、噪声

激光除杂 噪声

叶丝加量、筛分 烟草尘、噪声

切叶丝 烟草尘、噪声

叶丝回潮 噪声

叶丝干燥、风选 噪声、高温

比例掺配加料 烟草尘、噪声

烟梗投料 烟草尘、噪声

梗丝筛分、除杂 噪声

刮板贮梗、烟梗回

潮、压梗
噪声

切梗丝 烟草尘、噪声

梗丝加料回潮 噪声

梗丝干燥、风选 噪声、高温

梗丝加香 噪声

膨胀工

段

开包机 噪声

切片回潮 烟草尘、噪声

烟叶回潮 烟草尘、噪声

切丝机 烟草尘、噪声

烟丝回潮 烟草尘、噪声

冷端
烟草尘、噪声、二

氧化碳、低温

热端
烟草尘、噪声、二

氧化碳、高温

储罐燃烧炉 高温、噪声

热端回潮加料
烟草尘、噪声

卷包工

段

滤棒成型 其他粉尘、噪声

中速卷接机 烟草尘、噪声

高速卷接机 烟草尘、噪声

装箱工 噪声

公辅单

元
动力工房

甲烷、一氧化碳、

噪声、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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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单

元
工序名称 职业病危害因素

设备维修、配电

锰及其化合物、电

焊烟尘、臭氧、一

氧化碳、氮氧化

物、紫外辐射、噪

声、工频电场

2.4 历年职业危害监测情况

本次调查期间，同步收集了该卷烟厂在

2021-2022 年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结果汇总详见表 2。

表 2 2021 年-2022 年总粉尘与噪声检测结果

危

害

因

素

监

测

年

份

检测

岗位

数

（个）

检测值

范围

超标

岗位

数

（个）

合

格

率

烟

草

尘、

其

他

粉

尘

202

1
26

＜

0.3~0.8
0 100

202

2
30

＜

0.3~1.0
0 100

噪

声

202

1
42

58.0~88.

3
2

95.

2

202

2
46

56.6~89.

5

3 91.

3

2.5 粉尘检测结果

本次布设粉尘检测点 30 个，检测结果皆

低于国家规定的接触限值
[4]
，合格率为 100%,

详见表 3。

表 3 2023 年工作场所总粉尘检测结果

检测

地点

/岗

位

粉

尘

性

质

超

标

点/

检

测

点

检测范围

（mg/m
3
）

PC-TWA

（mg/m
3
）

结

果

判

定

制丝

工段

自动

开箱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制丝

工段

切烟

片、

松散

回潮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制丝

工段

叶丝

加

量、

筛分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制丝

工段

切叶

丝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制丝

工段

切叶

丝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制丝

工段

比例

掺配

加料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制丝

工段

烟梗

烟

草

尘

0/1 0.1~0.3 2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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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地点

/岗

位

粉

尘

性

质

超

标

点/

检

测

点

检测范围

（mg/m
3
）

PC-TWA

（mg/m
3
）

结

果

判

定

投料

制丝

工段

切梗

丝

烟

草

尘

0/1 0.1~0.3 2
合

格

膨胀

工段

出柜

装箱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膨胀

工段

切片

回潮

烟

草

尘

0/1 0.4~0.8 2
合

格

膨胀

工房

切丝

机

烟

草

尘

0/1 0.6-1.0 2
合

格

膨胀

工段

烟丝

回潮

烟

草

尘

0/1 0.3-0.6 2
合

格

膨胀

工段

冷端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膨胀

工段

热端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膨胀

工段

热端

回潮

加料

烟

草

尘

0/1 0.6-0.8 2
合

格

检测

地点

/岗

位

粉

尘

性

质

超

标

点/

检

测

点

检测范围

（mg/m
3
）

PC-TWA

（mg/m
3
）

结

果

判

定

卷包

工段

储丝

房

烟

草

尘

0/1 0.1-0.5 2
合

格

卷包

工段

滤棒

成型

机

其

他

粉

尘

0/3 ＜0.3 8
合

格

卷包

工段

中速

卷接

机

烟

草

尘

0/3 <0.3-0.7 2
合

格

卷包

工段

中速

包装

机

烟

草

尘

0/3 0.2-0.5 2
合

格

卷包

工段

高速

卷接

包装

机

烟

草

尘

0/3 ＜0.3 2
合

格

公辅

单元

除尘

间

烟

草

尘

0/1 ＜0.3 2
合

格

公辅

单元

废品

烟

草

尘

0/1 ＜0.4 2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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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地点

/岗

位

粉

尘

性

质

超

标

点/

检

测

点

检测范围

（mg/m
3
）

PC-TWA

（mg/m
3
）

结

果

判

定

仓

2.6 噪声测量结果

本次布设噪声测量点 50 个，有 4 个点位

（卷包工段 10#中速转接机、8#、12#、23#

高速卷接机）噪声测量结果（40h 等效声级）

高于接触限值，合格率为 92.0%,详见表 4。

表 4 2023 年工作场所噪声测量结果

测量地点/岗位

超标

点/

检测

点

LEX,8h；LEX,W

测量值范

围 dB（A）

结

果

判

定

制丝工段 烟梗投

料
0/1 71.8-73.1

合

格

制丝工段 自动开

箱
0/1 75.1-75.6

合

格

制丝工段

切烟片、松散回潮
0/1 76.3-77.4

合

格

制丝工段 激光除

杂
0/1 77.6-78.6

合

格

叶丝加量、筛分 0/1 80.2-81.1
合

格

制丝工段 切叶丝 0/1 78.0-80.4
合

格

制丝工段 叶丝回

潮
0/1 78.1-80.6

合

格

制丝工段 叶丝干燥、

风选
0/1 81.3-82.4

合

格

制丝工段

比例掺配加料
0/1 82.8-84.3

合

格

制丝工段

梗丝筛分、除杂
0/1 80.5-82.0

合

格

测量地点/岗位

超标

点/

检测

点

LEX,8h；LEX,W

测量值范

围 dB（A）

结

果

判

定

制丝工段

刮板贮梗、烟梗回潮、

压梗

0/1 77.2-79.2
合

格

制丝工段

梗丝加料回潮
0/1 77.4-79.5

合

格

制丝工段

梗丝干燥、风选
0/1 76.4-76.5

合

格

制丝工段 梗丝加香 0/1 77.7-78.3
合

格

膨胀工段 切片回潮 0/1 74.9-75.5
合

格

膨胀工段 烟叶回潮 0/1 74.8-76.3
合

格

膨胀工段 切丝机 0/1 78.3-79.4
合

格

膨胀工段 烟丝回潮 0/1 73.9-75.8
合

格

膨胀工段 冷端 0/1 71.8-73.5
合

格

膨胀工段 热端 0/1 72.0-74.1
合

格

公辅单元 通烟房 0/1 74.9-76.0
合

格

公辅单元 机修房 0/1 74.0-77.0
合

格

公辅单元 锅炉房、除

氧器
0/1 69.0-73.3

合

格

卷包工段 滤棒成型

机
0/3 74.9-83.9

合

格

卷包工段 发射机 0/3 80.1-83.2
合

格

卷包工段 中速卷接

机
1/4 83.1-89.3

不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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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地点/岗位

超标

点/

检测

点

LEX,8h；LEX,W

测量值范

围 dB（A）

结

果

判

定

卷包工段 中速包装

机
0/4 82.9-84.6

合

格

卷包工段 高速包装

机
3/6 81.1-89.4

不

合

格

卷包工段 烟条装箱 0/6 78.4-81.1
合

格

公辅单元 废品仓 0/1 73.3-74.0
合

格

2.7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情况

2.7.1 防尘、防噪

①企业采购的生产设备机械化、自动化程

度较高，并优先选用产生噪声较少的设备；②

在生产车间设置了密闭隔声控制室，作业人员

主要在控制室操作，现场以巡检为主，以此减

少工人接触粉尘和噪声的时间；③易产生扬尘

的工序或设备如切丝机、膨胀干燥机、风选机

等执行密闭化生产，并在集尘口设置配套的除

尘设备，有效地减少粉尘逸散；同时在除尘房

和生产车间设置吸音板，以降低高噪声对生产

人员的影响；④在生产区域定期打扫，减少地

面积尘，减少二次扬尘；⑤采取轮岗制，合理

安排巡检路线以减少粉尘和噪声对作业人员

影响。

2.7.2 防高温及其他

①主要热源为锅炉，锅炉房设置有中控室，

配置空调并远离热源；②针对散发热量的设备、

管道（锅炉、干燥机、蒸汽管道、烟气管道等），

采用保温隔热材料与外界隔开，减少生产过程

释放热量对周边作业场所的影响；③生产车间

为洁净区，设置有全新风中央空调系统，有效

降低高温和化学因素对作业人员影响；④膨胀

工序设置二氧化碳泄露监控装置，当室内二氧

化碳浓度达到预警值时，监控系统会自动打开

紧急排风扇进行通风；⑤在各生产工段设置有

密闭操作室，有效隔离化学有害因素对作业人

员的影响；⑥水化室设置通风橱和应急洗眼器。

2.7.3 讨论

随着卷烟生产工艺技术的革新，生产自动

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场所的粉尘浓度已能得

到较好的控制
[7]
，使得烟草尘对工人造成的职

业病危害程度变低。但噪声目前仍为烟草制品

行业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特别是卷包工段

仍需加强对噪声危害的控制。此次调查中，噪

声超标点均在卷包工段，根据噪声危害作业分

级标准
[8]
划分，4 个超标岗位的噪声危害程度

均为 I 级。有研究表明，听力损伤检出率与噪

声强度和接噪工龄成正比
[9]
，若作业人员长期

在上述岗位作业而不换岗，发生噪声聋的风险

会升高。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探索高噪声

岗位与低噪声岗位轮换的可能性，以减少接噪

的工龄，尽量减少噪声聋的发生。
[9]
其次，企

业可根据车间的接噪情况根据岗位在车间的

墙体和屋顶安装更多的吸声材料以吸收和减

少反射噪声来降低车间的噪声强度，同时企业

管理人员应监督作业人员进入该区域时做好

个人防护。

综上所述，该卷烟厂整体的职业卫生防治

措施基本有效，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但仍存在不足。企业必须不断根据自身的具体

情况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切实

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益，使企业在经济效益和

职工健康保护方面获得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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