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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汽车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汽车产量居世界第一。
汽车工业也已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汽车生产涉及到机械、电子、化工等行业，存在粉尘、化学毒物、噪声、振动、高温、人体工效学和
职业紧张等职业有害性因素，职业性有害因素点多、面广。
与其他发达汽车生产国家相比，我国在汽车行业职业性有害因素识别、健康危害评价、危害关键点评
价、综合预防控制措施以及实施效果评价等技术方面，尚存在一定差异。
　　张敏编著的《汽车行业职业危害分析与控制》采用国际领先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理论，应用笔
者多年现场工作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大型企业职业病防治理论体系的创建和自律防治模式
（CISCOD modeI）”，提出了不同岗位职业危害的分析和控制技术。
推广和应用《汽车行业职业危害分析与控制》提出的汽车行业职业危害和控制技术，有助于全面提高
职业安全卫生在汽车生产企业一级的系统管理水平，改善我国汽车工业生产的工作条件和环境，预防
职业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提高生产一线工人工作效率，降低汽车行业生产成本，树立良好的企
业社会责任形象、参与国际汽车市场竞争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汽车行业职业危害分析与控制》是解决我国汽车生产企业工人健康和安全问题的一本操作性强、适
用面广的实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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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敏，女，研究员，同济医科大学预防医学学士、环境与职业医学专业医学硕士，北京协和医学院卫
生统计与流行病学专业医学博士。
从事职业病企业现场防治、职业流行病学研究、国家职业卫生政策和标准研究工作20余年。
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信息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兼任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第二届国家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技术指导委员会委
员，卫生部基本职业卫生服务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健康、安全和环境
标准化工作组副组长，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职业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全
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顾问组顾问，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全国职业卫生专家库专家、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中
国卫生监督协会理事，《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编委，《中国职业医学》编委，《工业卫生与职
业病》常务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是职业卫生政策、职业卫生标准、职业病监测预警和职业流行病学研究。
主持和负责了多项科技部、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世界卫生组织、中英艾滋病合作等重大(重点)
科研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如：汽车行业职业危害预防控制研究，医护人员职业危害预防控制研究，
密闭空间职业危害预防控制研究，大型企业职业病防治自律模式研究，中小企业职业危害干预试点，
工会主动参与职业病防治模式研究，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体系研究，高危职业危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
究等。
承担了国家职业病规划及其实施方案、国家重点职业病哨点监测技术方案和质量控制技术指南、20多
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等方面的研究起草工作。
作为国际经合组织纳米制成材料与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工作组成员，多次参加工作组国际会议及其相
关技术文件的评审工作。
作为国际核心专家组成员，参加国际劳工组织2010版国际职业病名单及其职业病诊断标准的制定工作
，并担任国际劳工组织职业病报告国家体系国际指导原则报告草稿撰写人以及作为该组织聘请的国际
专家组成员参与国际职业病诊断和接触标准指导原则的制定。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临时顾问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目录第11版(ICC-11)全球职业病工作组工
作。
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主译学术专著10余部。
5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湖北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
其中，2010年获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技成果一等奖的“大型企业职业病防治理论体系的创建和自
律防治模式(Colporative Initiat：ives on Systematic Pl-evention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model
，CISCODmodel)”已在国家六部委支持下在全国一千多家大中型企业推广。
两次获得卫生部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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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分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一、职业卫生法律框架（一）职业卫生法律制度的组成（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三）主要的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及规章（四）地方性职业卫生法规
（五）其他相关的文件（六）经我国批准生效的国际条约、公约二、用人单位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背景及其争议（二）企业社会责任（SA8000）的内涵与我国相关规定的比
较（三）正视我国企业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四）严格遵守我国法律相关规定三、大型企业职业
病防治理论体系和防治模式（一）大型企业职业病防治理论体系和防治模式（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
治指南研究（三）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四）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评估四、国际基本职业卫生服务工具包
（一）工作场所风险评估（二）工作环境监测（三）职业健康监护（四）事故预防和管理（五）急救
准备（六）化学品分类控制技术（七）中小企业职业危害预防控制第2部分 铸造作业职业危害识别、
分析与控制一、铸造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
素检测结果与分析（三）职业健康损害的队列研究（四）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个人防护用品评价（五）
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铸造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制技术（一）铸造作业工作场所职业
接触限值（二）生产工艺和装备的革新（三）防尘防毒措施（四）噪声控制（五）振动的控制（六）
职业健康监护（七）个人防护用品三、铸造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3部分 锻造
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锻造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
）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三）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与分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
确定小结二、锻造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制技术（一）振动控制（二）噪声控制（三）高温及热辐射
控制（四）防尘防毒（五）职业健康监护（六）个人防护用品三、锻造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
预防控制指南第4部分 热处理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热处理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分析（
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三）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与分
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热处理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制技术（一）生产工艺和
装备的革新（二）工程控制措施（三）职业健康监护（四）个人防护用品三、热处理作业主要岗位职
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5部分 冲压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冲压作业职业危害识别
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三）职业健康监护
结果与分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冲压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制技术（一）冲压
作业职业卫生标准（二）消减噪声源（三）控制噪声的传播（四）职业健康监护（五）个人防护用品
三、冲压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6部分 电镀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
、电镀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
分析（三）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与分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电镀作业职业危害关
键点控制技术（一）生产工艺和装备的革新（二）防尘防毒（三）职业健康监护（四）个人防护用品
三、电镀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7部分 焊接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
、焊接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与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
分析（三）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与分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焊接作业职业危害关
键点控制技术（一）生产工艺、材料革新（二）防尘防毒（三）职业健康监护（四）个人防护用品三
、焊接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8部分 涂装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
涂装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
析（三）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与分析（四）不同类型涂装车间的适用性评价（五）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
的确定小结二、涂装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制技术（一）改善工艺和原材料（二）遵循喷漆室的卫生
要求和设计要求（三）遵循涂料供给装置的卫生要求和设计要求（四）遵循烘干室的卫生要求和设计
要求（五）遵循自动涂装机的卫生要求和设计要求（六）遵循自动擦净机的卫生要求和设计要求（七
）采用先进的涂装方法（八）职业健康监护（九）个人防护用品三、涂装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
与预防控制指南第9部分 无损检测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无损检测作业职业危害识别与
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三）职业健康监护结
果与分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无损检测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制技术（一）电
离辐射防护（二）超声波的防护（三）职业健康监护（四）个人防护用品三、荧光磁粉探伤作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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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10部分 发动机试验作业职业危害识别、分析与控制一、发动机试验作业职
业危害识别与分析（一）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二）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三）职
业健康监护结果与分析（四）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小结二、发动机试验作业职业危害关键点控
制技术（一）噪声控制（二）发动机尾气控制（三）喷漆室有害气体（四）职业健康监护（五）个人
防护用品三、发动机试验作业主要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第11部分 装配作业职业危害识别
、分析与控制第12部分 汽车制造业有毒有害原材料一、橡胶二、塑料三、涂料四、纤维五、粘接密封
材料六、型砂附录有关职业卫生安全法律法规目录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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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正火和调质处理：绝大多数锻坯均需正火或调质处理。
调质是由淬火和高温回火两道工序组成。
和正火、球化退火以及等温退火不同，锻件调质处理常常是最终热处理。
淬火：利用锻造余热淬火，应用最多的是曲轴、连杆、驱动轴、万向节叉及悬架弹簧等。
（2）传动件热处理传动系统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递到车轮以驱动汽车行驶。
传动件在工作过程中分别承受交变、脉动的扭转、弯曲、拉压和冲击载荷，应有较高的强度、韧性、
耐磨和抗疲劳性能，所以传动件都要经过热处理，主要有高、中频感应热处理、化学热处理和调质处
理。
调质处理：在箱式炉或推杆式炉中加热，常使用保护气来提高锻件性能，保护气有吸热式保护气、甲
醇、酒精和氮基气氛等，工艺包括淬火、回火等。
化学热处理：传动件化学热处理大量使用连续式渗碳自动化和箱式多用炉。
气体渗碳和碳氮共渗使用的是吸热式气，其次是氮一甲醇气、滴注式气和直生式气。
渗氮与碳氮共渗都属于低温化学热处理，能提高零件抗疲劳强度、耐磨性、抗腐蚀和红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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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汽车行业职业危害分析与控制》分为十二部分。
第一部分为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职业卫生法律框架、用人单位如何
履行社会责任、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职业卫生管理档案指南、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评估指
南，旨在帮助用人单位将国家的法规、标准要求融入到企业职业病防治体系建设中，并提供职业病防
治评估和持续改进的技术工具。
第二部分至第十一部分按铸造、锻造、热处理、冲压、电镀、焊接、涂装、无损探伤、发动机试验、
装配作业等汽车生产行业主要工艺划分章节。
每部分内容按工艺特点进行详细阐述，包括：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评价，关键控制点及关键控制
技术，主要工艺的重点岗位职业危害识别与预防控制指南。
第十二部分介绍了汽车制造业常见的有毒有害原材料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行业职业危害分析与控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