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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尘接触限值标准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甘长德
东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  

摘  要  介绍了国内棉纺织厂棉尘控制标准的发展进程和职业接触限值对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意义 并进一步比较

了中外标准中棉尘接触限值的数值大小及其采样方式上的差异 对   ) 标准中设立棉尘的时间加权平均

容许浓度的接触上限值的必要性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针对非正常工作班的限值调整和棉尘的采样粒径及方式进行

了探讨 建议分类制定棉尘的接触限值 保证标准的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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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纺织生产过程中 各加工工序均会散发大量

的粉尘 长期吸入棉尘将会导致/棉尘病0 ∀虽然目

前对何种物质是致病源尚未达成一致看法 但大量

数据表明棉尘病的发病率同工作场所的棉尘浓度 !

接触时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因此 严格设定棉尘的

职业接触限值是保证工人健康最直接 !最有效的

措施 ∀

1  中外棉尘接触限值的比较

111  国内棉尘标准的发展过程

  我国最早的棉纺织厂设计卫生标准 是依据

× ) 5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6执行 由于未将

棉尘作为一种有害物单独列出 所以其最高容许浓

度为 Π
数值过大 ∀在  年开始试行的

ƒ ) 5棉纺织工业企业设计技术规定6中 除

筒子 !整经以及纺制粗号纱的细纱工序外 棉尘容许

浓度均规定在 Π以下 ∀年代 依据对国内棉

纺厂大量流行病学的调查和研究成果 制定了

  ) 5车间空气中棉尘卫生标准6 棉尘

最高容许浓度≤被确定为 Π ∀但是 ≤

并不能真实反映工人接触棉尘的水平 因此在最新

颁布的   ) 5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6中 首次采用了 工作班的时间加权平均容

许浓度°≤2× •  ∀



112  中外标准中的棉尘接触限值

职业接触限值不是安全与危险浓度的精确界

限 它仅表示当接触水平低于限值时 根据已有的研

究成果 工人所面临的健康风险可被控制在一个相

当低的范围内 ∀为方便对比 将目前较有代表性的

棉尘接触限值列于表  ∀

表 1  中外棉尘的职业接触限值

标准
°≤2× • Π

#
采样粒径 采样方式

中国  3  总粉尘 定点采样

美国

≥

纺部  1
其它  1
织部  1
废棉回用  

  Λ 定点采样

≤ 1   Λ 定点采样

≥ 1 3 3   Λ 定点采样

英国

≥∞

1旧标准

1
不含短绒的粉尘

  Λ

定点采样

个体采样

日本

≥





 1 Λ
总粉尘

定点采样

  注 3 指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接触上限值 3 3 指每天  

工作班以及  工作周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在表 中 美国工业卫生医师协会≤作

为非官方机构 其提出的接触限值主要基于对健康

影响因素的考虑 对限值执行过程中的经济及技术

可行性方面考虑较少 因而其数值最低 是一种学术

性的 !推荐性的限值 美国国家职业安全研究所

≥负责制定和修订工作场合有害物质或状况的

推荐性职业接触限值 而美国劳工部的国家职业安全

和卫生管理局≥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容许接触

限值 ∀ ≥标准的特点在于综合考虑了标准实施过

程中的经济 !技术因素和可行性 根据不同工序和使

用原料的等级分别制定了棉尘的接触限值 ∀

113  接触限值的相互比较

从表 可见 由于各标准规定的采样仪不同 导

致了棉尘接触限值数据无法直接比较 ∀美国采用立

式淘析仪 其切割粒径 ∆为 Λ 采集的粉尘为

可吸入性尘粒 ∀英国旧标准采用定点采样仪 采样

滤膜前端有阻挡短绒网罩网孔  所采集的粉

尘不含短绒 !飞花 年后执行的新标准采用了

个体采样仪 其切割粒径 ∆为 Λ 采集对象为

总的可吸入性粉尘 符合 ∞ !≥和 ≤

可吸入性粉尘的采样规则 ∀日本标准使用呼吸尘采

样 依据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  ≤提出的标准 

所能采集尘粒的最大空气动力学直径为1 Λ 切

割粒径 ∆为 Λ∀而中国国标和日本标准中所采

用的总粉尘采样对采样粉尘不进行粒径选择 ∀

由于不同工序的环境空气中棉尘的粒径分布有

很大差别≈
不同采样仪得到的棉尘浓度数据之间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转换系数 但通过采样对比试验

大致可以得到一种近似的换算关系 ∀总粉尘采样

 Π相当于可吸入性粉尘采样 1 ∗ 1 Π

   Λ
≈

不含短绒的粉尘1 Π相当于可

吸入性粉尘采样1 Π
   Λ

≈ ∀值得注意

的是 英国新标准规定的接触限值为1 Π
并

不比旧标准的要求有所降低 而是由于采样粒径和

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数值不同 其棉尘接触限值水

平可认为是等价的≈ ∀

图 为中外标准的棉尘接触限值折合至可吸入

性粉尘   Λ的数据 可见 中国标准的棉尘接

触限值水平同英国标准相当 日本标准中有害粉尘

分为 类 由于将棉尘同谷物粉尘 !木粉尘及皮革粉

尘等许多粉尘归于第二类 其接触限值数值偏大 ∀

图 1  中外棉尘接触限值的比较
 

2  短时间 Τ ΩΑ接触上限值的商榷

  )  中对粉尘的接触限值规定了

°≤2× •  又补充规定了接触上限值°≤2≥×∞ 对于

粉尘是否需设立一个 × • 的上限值存在着争议≈ ∀

从各国标准来看 ≥×∞是一个短时间接触限值不

超过  只有气态或气溶胶状的化学毒物才规

定 ≥×∞∀棉尘对人体健康而言 从开始接触到发病

有个累积的过程 存在明显的剂量与效应关系 没有

必要制定 °≤2≥×∞∀   )  中棉尘 °≤2≥×∞

承袭了  ) 的  ≤ Π
数值 若未

能正确理解新标准中容许浓度含义的变化 就会在

执行中产生误解 ∀例如将高于 °≤2× •  !低于

°≤2≥×∞的车间平均棉尘浓度判定为合格 而事实上

°≤2≥×∞仅为 °≤2× •  的补充 首先应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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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的要求 ∀

3  非常规工作班 ΠΧ2Τ ΩΑ的调整

鉴于某些工厂加班 !加点现象比较普遍 虽然棉

尘浓度在监测中未超过正常工作班的 °≤2× •  但

劳动者实际接触棉尘的剂量已超标 因此 对非常规

工作班的 °≤2× • 有必要乘上修正系数 ΡΦ以维持

同正常工作班相当的接触剂量 ∀

国际上有多个常用的修正方法 根据棉尘的毒性

和慢性致病机理 可参考以下 种修正模式≈ ∀

311  Βριεφ和 Σχαλα公式

若每天工作超过  则日修正系数为

ΡΦ 


η
≅
  η


若每周工作超过  或  周修正系数为

ΡΦ 


η
≅
  Η



式中 η为每天实际工作小时数 Η为每周实际工作

小时数 ∀

312  Ηαβερ公式(ΟΣΗΑ模式)

日修正系数  ΡΦ 


η

周修正系数  ΡΦ 


Η

  上述  种修正模式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和 ≥公式更为保守 ∀

4  棉尘采样的探讨

总粉尘采样的方法在国际上已被淘汰 从工业

卫生学角度 国际上均采用可吸入性粉尘 !胸部粉尘

或呼吸性粉尘采样 ∀虽然 和 ≥在 

年发现了棉尘总粉尘浓度与棉尘病发病之间的关

系 然而现代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研究证实 排除很

少有生物活性效应的短绒 !飞花和粗大尘粒后的可

吸入性粉尘浓度与棉尘病的发病率之间具有更好的

相关性 ∀

从采样的方式来看 定点采样与个体采样所得

到的浓度数据有很大差异 个体采样的数值是定点

采样数值的 1 ∗ 1倍 在前纺车间的差异大于后

纺车间 最大的差异出现在开清棉工序 细纱工序的

差异最小≈ ∀通常在开清棉工序尘源散发点数量

少 散尘量集中 而定点采样由于采样位置的原因 

很难正确反映真实的接触水平 ∀

5  结  语

  ) 5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6

已初步体现了/国际协调0的理念 采用 × •  接触限

值表达方式 使得中 !外棉尘职业接触限值能够互相

借鉴 !互相比较 ∀但棉尘的采样方法未能反映当今世

界与职业健康相关的粉尘采样技术的进展 应加强对

可吸入性粉尘 !呼吸性粉尘采样以及个体采样的研

究 更客观 !准确地反映劳动者棉尘接触水平 ∀

  )  中棉尘接触限值的主体性限值

°≤2× • 的要求已相当严格 考虑到使用低等级棉

的工序 !气流纺及喷气织机等车间 在目前甚至更长

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达到标准的要求 应考虑根据

不同的车间散尘量 借鉴美国 ≥标准 分类制定

棉尘的接触限值 保证标准的可操作性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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