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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7章，简要介绍了我国职业健康现状，职业危害因素来源及识别方法，重点介绍了生产
性粉尘危害与控制和化学毒物危害与控制方法。
详细介绍了冶金行业、制鞋(箱包)皮革业与涂料(油漆)业、焦化生产企业、建筑与建材行业、石英砂
行业、石棉行业、陶瓷行业、电镀行业、木工及木制家具行业、胶黏剂行业以及非煤矿山行业职业危
害识别与防护方法。
对个体防护设施的使用方法与保养措施进行了叙述。
本书还对一些典型职业危害案例进行了分析。
本书的特点是图文并茂，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和实用性均较强。
本书适用于直接从事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和企业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学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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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粉尘是指直径很小的固体颗粒物质，是一种空气污染物，可以是自然环境中天然产生，如火山喷
发产生的尘埃，也可以是工业生产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产生，如矿山开采过程中岩石破碎产生的
大量尘粒。
生产性粉尘（简称粉尘）就是特指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并能长时间漂浮在空气中的固体颗粒。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性粉尘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多，同时，许多生产性粉尘在形成
之后，表面往往还能吸附其他的气态或液态有害物质，成为其他有害物质的载体。
生产性粉尘的产生不仅造成作业环境的污染，影响作业人员的身心健康，而且由于它们常常会扩散到
作业点以外，污染企业周围的大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周围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
矿山开采、隧道开凿、建筑、运输等工业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粉尘；冶金工业中的原料准备、矿石粉
碎、筛分、选矿、配料、运输等；机械制造工业中原料破碎、配料、清砂等；耐火材料、玻璃、水泥
、陶瓷等工业的原料加工、打磨、包装；皮毛、纺织工业的原料处理；化学工业中固体颗粒原料的加
工处理、包装等过程，均会产生大量粉尘。
在各种产生粉尘的作业场所，都可能接触到不同性质的粉尘，如在采矿、开山采石、建筑施工、铸造
、耐火材料及陶瓷等行业，主要接触的粉尘是以石英为主的混合粉尘；石棉开采、加工制造石棉制品
时接触的是石棉或含石棉的混合粉尘；焊接、金属加工、冶炼时接触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农业、粮
食加工、制糖工业、动物管理及纺织工业等，以接触植物性或动物性有机粉尘为主。
一、粉尘进入机体的途径 粉尘通过呼吸道、眼睛、皮肤等进入人体，其中以呼吸道为主要途径。
被人体吸入呼吸道的粉尘，绝大部分又被呼出。
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吸入的尘粒会经气管、主支气管、细支气管后，进入气体交换区域的呼吸性细
支气管、肺泡管和肺泡，并在进入的过程中产生毒作用，影响气体交换功能。
粉尘颗粒本身含有可溶性物质或在空气中吸附的其他有害物质，依据溶解性的不同，可溶解于呼吸道
或肺泡内的黏液，被人体吸收而直接产生中毒。
皮肤由表面的角质层和真皮组成，对外来粉尘具有屏障作用，粉尘颗粒很难通过完整皮肤进入人体。
但粉尘如果被汗液溶解或黏着在皮肤上，粉尘内含有的一些化合物，如苯胺、三硝基甲苯、金属有机
化合物等可通过完整皮肤吸收进入血液而引起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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