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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7_84_8A_

E6_8E_A5_E4_BD_9C_E4_c62_646226.htm 加强焊接作业的职

业卫生管理，减少和消除职业危害，预防和控制职业病，以

保障焊接作业人员身体健康。来源：www.examda.com 一、焊

接作业中的主要危害 焊接作业的主要职业危害有粉尘、有毒

气体、电弧光辐射、高频电磁场、高温等，其中以电焊烟尘

、有毒气体、电弧光辐射最为常见，危害也最广泛。 1、电

焊烟尘 是金属及非金属物质在过热条件下产生的高温蒸气。

烟尘颗粒小，极易吸入肺中。长期吸入会造成肺组织纤维性

病变，即电焊工尘肺，且常伴随锰中毒、氟中毒和金属烟热

等并发症。 2、有毒气体 在焊接电弧所产生的高温和强紫外

线作用下，焊接电弧周围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如臭氧、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氟化氢等。来源：考试大 （1）臭氧

：是一种无色、有特殊剌激性气味有害气体。它对呼吸道粘

膜及肺有强烈的剌激作用。手工电弧焊产生的臭氧一般低于

国家的卫生标准，但通风条件不好的条件下进行氩弧焊时，

浓度相当高，长期吸入低浓度臭氧，可引发支气管炎、肺气

肿、肺硬化等疾病。来源：考试大 （2）一氧化碳：为无色

、无味、无剌激性气体，主要来源于二氧化碳气体在电弧高

温作用下分解产生的。所以，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作业时，

一氧化碳浓度最高。它极易与人体中的血红蛋白相结合，而

且极难分离，大量血红蛋白与一氧化碳结合，会使人体输送

和利用氧的功能发生障碍，造成人体组织因缺氧而坏死。 

（3）氮氧化物：有剌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主要是二氧化氮



，它为红褐色气体，有特殊臭味。当被人吸入后，会进入肺

中与水起作用，形成硝酸及亚硝酸，对肺组织产生剧烈的剌

激与腐蚀作用，引起肺水肿。 （4）氟化气：无色的腐蚀性

气体，毒性剧烈。可由呼吸系统和皮肤吸收，可引起支气管

炎和肺炎，同时能对全身产生毒性作用。 3、电弧光辐射 焊

接产生的电弧光主要包括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其中紫

外线主要损伤眼睛及裸露的皮肤，引起角膜结膜炎（电光性

眼炎）和皮肤红斑症。眼部长期接触红外线照射，会造成红

外线白内障。 二、电焊作业职业危害的防护 综上所述，电焊

作业的职业危害种类多，危害大。因此，为了降低、控制和

消除电焊作业的职业危害，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

。 1、提高焊接技术，改进焊接工艺和材料 通过提高焊接机

械化、自动化程度，使人与作业环境隔离，从根本上消除电

焊作业对人体的危害；通过改进焊接工艺，减少封闭结构施

工，对容器类产品采用单面焊，改善坡口设计等，以改善焊

工的作业条件，减少电焊烟尘污染；同时改进焊条材料，选

择无毒或低毒的电焊条，也是降低焊接危害的有效措施之一

。 2、改善作业场所的通风状况 通风方式分为自然通风和机

械通风，其中机械通风的除尘，排毒效果较好，因而在自然

通风较差的场所，封闭或半封闭结构焊接时，必须有机械通

风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手工电弧焊场所，特别在夏天

使用风扇直接吹散烟尘通风，这会造成烟尘弥漫整个车间，

危害更大。 3、加强个人防护 加强个人防护，可以有效的防

止焊接时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粉尘的危害。焊接作业人员必须

使用相应的防护眼镜、面罩、口罩、手套、防护服、绝缘鞋

等，若在封闭或半封闭机构内工作时，还需佩戴使用送风面



罩。 4、强化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及现场跟踪监测工作 对电焊

作业人员应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卫生知识教育，提高其职业

卫生意识，降低职业病发病率。同时，还应对焊接作业场所

的尘毒危害进行定期监测，对作业人员定期进行体检，以便

及时发现问题，预防和控制职业病。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师

网络辅导火热招生中！！！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全

工程师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