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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制造企业粉尘危害现状调研报告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泥制造企业调查摸底统计，目前全国约有水

泥制造企业 5124 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职工总数约 60 万人，

接触粉尘人数约 20 万人。从规模上看，大型企业 46 家，约占 1％，中型企业 1383

家，约占 27％，小微型企业 3695 家，约占 72％。 

自 2013 年 5 月至 8 月，总局职业健康司组织对 6 个省的 36 家水泥制造企业

进行了调研，并对 31 家企业（其中新型干法回转窑企业 13 家、粉磨站 14 家和

机立窑 4 家）水泥包装和人工装车两个主要接触粉尘岗位的粉尘浓度进行了现场

检测。 

一、作业现场粉尘浓度检测的基本情况 

水泥制造工艺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包括矿山开采→矿石破碎→原料预均化

→原料配料→原料粉磨→生料均化→预热分解→熟料煅烧→水泥配料与粉磨→

水泥包装与储运等全过程水泥制造，目前我国煅烧窑体主要有新型干法回转窑、

机立窑两种，其中《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发展改革委令 2011 第

9 号)明确 2012 年淘汰机立窑生产水泥工艺；另一种是利用熟料直接制造水泥的

工艺，没有生料制备和熟料煅烧生产过程，这类企业被称为粉磨站。 

水泥制造工艺过程各环节均会产生粉尘，原料预均化、原料粉磨、生料均化、

水泥粉磨生产过程的除尘技术装备成熟，自动化和密闭化程度较高，粉尘危害得

到了有效控制，而大多数企业水泥包装和人工装车岗位的粉尘危害突出，且未得

到有效治理，因此，此次粉尘浓度检测以这两个岗位为重点。 

此次粉尘浓度检测项目为三种：一是作业场所总粉尘浓度（简称总尘浓度），

二是呼吸性粉尘浓度（即可以进入肺部的粉尘浓度，简称呼尘浓度），三是粉尘

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粉尘中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成分）。检测结果如下： 

（一） 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全部超标。此次检测发现 31 家企业工作场所水泥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在 1.58-8.09mg/m3 之间。包装和装车岗位粉尘浓度均

超过了国家标准。其中，总尘浓度在 4.07- 462.73mg/m3 之间，最高超标 115.68

倍；呼尘浓度在 2.64- 115.53mg/m3 之间，最高超标 77.02 倍。 

（二）中小型企业粉尘危害更大。从检测结果看，大型水泥制造企业（指生

产线规模 4000 吨/天以上）包装和装车岗位总尘浓度平均值分别是 19.49 

mg/m3 和 25.84mg/m3，呼尘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11.01mg/m3 和 6.30 mg/m3。而中

小微型水泥企业包装和装车岗位总尘浓度平均值分别是 74.86 mg/m3 和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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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3，比大型企业相应岗位总尘浓度平均值分别高 284.09%和 29.18%；呼尘浓

度平均值分别为 21.43mg/m3 和 14.27mg/m3，比大型企业相应岗位呼尘浓度平均

值分别高 94.64%和 126.51%。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现场检测和实地调研，发现水泥制造企业在职业卫生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包装与装车等工艺设备落后，防尘效果差。当前我国水泥包装机特别

是中小微型企业的包装机漏灰率高、掉袋有余灰喷出、包装袋质量差导致灌装出

现泄漏。此外，包装和装车岗位除尘系统设计不良、维护不够，如除尘器密闭不

良、风量不足、接包机、正包机、清包机、装车机、运输皮带转接处等关键产尘

点无吸尘装置等也导致除尘效果受到影响。在装车岗位，工人为减轻体力消耗，

随意抬升运输皮带高度，产生大量扬尘。 

（二）企业对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不重视。一是不少水泥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缺乏基本的认识，甚至不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

责任要求。二是多数中小微型企业没有建立职业卫生方面的规章制度，没有开展

粉尘浓度检测和对接尘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三是多数企业为接尘人员提供的防尘

用品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无 QS 和 LA 认证的口罩占 90%以上），有些企业甚

至仅发放纱布或棉纱口罩；四是此次调研发现有 10 家企业在包装和装车岗位使

用劳务派遣工，占 32%。企业称不负责劳务派遣工安全健康，劳务派遣公司采取

粗放式管理，只注重产量，不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不提供合格防尘用品。 

（三）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一是对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不

到位，仅有 8 家企业参加培训，占 19.35%；二是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实施率不足 10%；三是监管覆盖面和监管力度不够，对水泥制造企业监督检查覆

盖率仅为 15%。 

附件： 

1.水泥制造企业包装与装车工作场所图片  

2.水泥制造企业包装和装车岗位粉尘检测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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