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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噪声、化学毒物、粉尘均属于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的主要职业病危害，木制家具厂粉尘作业场所的治理也向来受到业界

重视。基于此，此文围绕木制家具厂粉尘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识别开展相关研究，并深入探讨木制家具厂粉尘作业场所的工

程治理办法选择，希望研究内容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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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ise, chemical toxicant and dust are the main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the wood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treatment of dust workplaces in wood furniture factories has alway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dust workplaces of wood furniture factories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of engineering treatment methods in dust workplaces of wood furniture factories, hoping that the research content can inspire relevant 

practitioners. 

Keywords: wooden furniture factory; dust workplace; project management 

 

引言 

本文以某木制家具厂作为研究对象，经职业危害因素的识别与检测可以确定，该木制家具厂存在噪声超标、粉尘

超标等问题，粉尘超标率达 25%，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等级。为有效防治职业病，正是本文围绕木制家具厂粉尘

作业场所工程治理办法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1 木制家具厂粉尘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识别 

现阶段我国 95%的职业病例为煤工尘肺和矽肺，但结合木质家具行业进行调研可以发现，尘肺在木质家具行业中的

占比较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木制家具厂粉尘超标问题存在直接关联。结合对研究对象木制家具厂开展的实际调研可

以发现，开料、封边、排钻、雕刻、推台锯、排孔、排边、铝加工中心、封边机、吊锣、电子锯、四面剖、手工打磨、

三脚锯、法式切角、振动筛、往复锯、门挺加工中心、打孔、打磨、开槽机、砂边机、定长切角、粗磨、面磨、角磨

机、桥切、45°切割、铣边等岗位与操作位均可能接触木粉尘这类职业病危害因素。围绕研究对象木制家具厂开展针

对性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可以发现，角磨机、铣边、桥切机、45°切割机、手工打磨、粗磨等岗位接触的粉尘超限

倍数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为有效防治职业病危害，该木制家具厂针对性开展了粉尘作业场所的工程治理。 

2 木制家具厂粉尘作业场所的工程治理办法选择 

2.1 下料车间治理 

在粉尘作业场所的工程治理中，木制家具厂首先开展了下料车间治理，基于下料车间设有的 2 台裁板锯和 2 台推

台锯，以及安装的双桶布袋吸尘机（MF9030），由于除尘效果并不明显，技术人员开展了针对性分析，最终发现采用的

上吸罩（75mm×260mm 罩口）影响除尘效果，因此采用下吸式罩口取代上吸罩的罩口。基于粉尘浓度测定可以发现，采

用下吸式罩口后，推台锯粉尘超限倍数由 4.12 下降至 1.77，裁板锯粉尘超限倍数由 4.31 下降至 1.68。之所以上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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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满足粉尘治理需要，主要是由于裁板和切割作业处会产生比重占比很重、颗粒较大的木粉尘，这类木粉尘会经过

短暂抛物线运动散落到设备及地面上，并不会飘散，因此下吸罩的应用可实现 54.4%的裁板岗位粉尘浓度下降，58%的

切割岗位粉尘浓度下降
[1]
。 

2.2 木工车间治理 

木制家具厂开针对性开展了木工车间治理，木工车间设有 3 台砂带机、2 台钻床、2 台镂铣机、2 台立铣机。开展

除尘现状调查可以确定，钻床、镂铣机、立铣机作业处的除尘设施设备合格，但存在较小的风速检测风量，木工车间

现场存在较为严重的木粉尘污染。砂带机作业处采用风扇吹风和自然通风方式，因此出现了粉尘二次扬尘问题。基于

现状，木制家具厂的木工车间治理首先采用侧吸罩的吸尘方式，以此处理立铣、镂铣操作岗位处的木粉尘，这是由于

铣刀高速旋转会产生粒径较大、飞溅速度较快的木粉尘，且这类木粉尘的方向性显著。受到运转速度较慢的砂带影响，

砂带机岗位的粉尘量较少、粉尘体积较小，且粉尘方向性明显，因此采用下吸罩进行防尘。治理还引进了新的四桶布

袋吸尘机（MF9075），保证了除尘设施改进后满足除尘标准要求。在治理完成后，砂边机粉尘超限倍数由 4.31 下降至

1.68，钻床粉尘超限倍数由 4.26 下降至 1.66，镂铣粉尘超限倍数由 4.96 下降至 2.01，立铣粉尘超限倍数由 5.26 下

降至 1.98。基于数据可以确定，在完成木工车间治理后，上述操作位的粉尘接触浓度在短时间大幅降低，立铣岗位、

镂铣岗位、钻床岗位、砂边机岗位分别实现了 58.5%、48.6%、43.9%、48.5%的粉尘浓度降低
[2]
。 

2.3 车间风管喷雾沉降装置改造 

在粉尘作业场所的工程治理中，木制家具厂还针对性开展了车间风管喷雾沉降装置改造。结合实际调研可以发现，

木制家具厂设有敞开式的现场车间，且存在设置较为紧密的各操作岗位，各岗位因此存在粉尘交叉情况，密集的粉尘接

触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威胁，污染较严重的整体作业粉尘环境必须得到针对性治理。为有效降低职业病危

害，需针对性建设车间整体的除尘系统，该系统需以木制家具厂已有的局部除尘系统为基础，以此设置喷雾装置于车间

上空风管部位，粉尘浓度即可由此降低，进入空中的粉尘可通过喷雾降尘方式实现扩散和交叉的控制，除尘效率和效果

可由此大幅提升，作业安全性也能够得到更好保障。具体采用长 20m、直径 6cm 的长管式喷雾降尘装置，设置 A、B、C、

D 共 4 组喷嘴于长管上，每组 3 个，设计流量、供水压力、雾粒分别为 2-6kg/h、3MPA、10μm，同时采用耐高压厚壁铜

管作为管路，同时安装控制器 2个、用于检测粉尘浓度的检测器装置 6个，喷雾装置的运行流程如图 1所示
[3]
。 

 

图 1 喷雾装置的运行流程 

基于图 1 及喷雾装置的运行原理，木制家具厂最终在生产车间离地 5.3m 处安装车间风管喷雾沉降装置，经过长期

使用可以确定，该装置能够有效改善生产车间粉尘环境，浮尘扬尘的粉尘量得到了较好抑制。通过分析木粉尘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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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自身特性可以发现，木粉尘和液体水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分析这种作用可以确定，粉尘颗粒粒径在 5-220μm 区间

时，其存在较好的亲水性紧密度，而随着粉尘颗粒与液体水相互作用碰撞时，降尘的效率会因重力加速而提升，车间

毒物同时通过喷雾实现的一定程度吸收也不容忽视。结合具体统计可以发现，改造前岗位 1 至岗位 6 的粉尘浓度分别

为 9.3mg/m
3
、11.5mg/m

3
、13.1mg/m

3
、7.6mg/m

3
、10.6mg/m

3
、6.2mg/m

3
，改造后则分别为 2.9mg/m

3
、4.6mg/m

3
、3.9mg/m

3
、

3.2mg/m
3
、3.7mg/m

3
、2.4mg/m

3
，其中岗位 5 浓度实现了 65%的降低，岗位 4 则实现了 43%的降低，由此可见车间风管喷

雾沉降装置改造具备的较高实用性。 

2.4 综合防尘措施选择 

除上述工程治理外，木制家具厂还选用了一系列综合防尘措施，包括生产设备和工艺的改进、除尘设施放置位置

的优化、车间内清尘管理的优化、手工打磨岗位的优化、推锯岗位的优化。生产设备和工艺的改进基于机械化、密闭

化、自动化原则开展，以此更好保证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车间内清尘管理的优化围绕岗位机器上的浮尘、地上的木

粉尘堆积现象展开，通过安排专人负责这类粉尘的处理，合理使用负压的吸收方式，即可更好控制粉尘污染；手工打

磨岗位的优化围绕砂轮机、手工打磨台密封、局部通风装置更换展开，二次扬尘的规避、粉尘损害的降低均可由此实

现；推锯岗位的优化围绕全面通风展开，同时加装局部通风装置于每个推锯岗位，并尽量朝向排风罩内控制推锯方向，

配合上吸下吹的排风罩、独立的推锯工作台，推锯时防尘效果最终得到了较好保障。 

3 结论 

综上所述，木制家具厂粉尘作业场所的工程治理需关注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下料车间治理、

木工车间治理、车间风管喷雾沉降装置改造等内容，则提供了可行性较高的工程治理路径。为更好解决木制家具厂面临

的粉尘超标问题，各类新型治理技术及设备的应用必须得到重视，人员失误、管理疏忽引发的相关问题也需要尽量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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