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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焊接烟尘的危害 

现有治理焊接烟尘方法的局限性 

 

 



1  研究背景 

焊接烟尘治理以局部排风、局部送风为主,  

   全面通风为辅的手段来改善焊接车间的劳动 

   卫生环境 

大部分采用射流形式的机械通风，耗电量 

    大，运行成本高 

由于设计不合理及运行管理不完善而达不到 

    预期的通风效果 

国内外焊接烟尘治理技术现状 



建立起一套安全、舒适与节能的通风空调系统 

提高焊接车间工位区的热舒适性 

降低焊接车间工位区的污染物浓度 

实现系统运行的节能环保 

促进我国工业厂房烟尘治理的技术进步 

总体目标 

2  总体思路和目标 



总体思路 

理论计算 

对象：焊接车间、
油漆车间、机械
加工车间 

行业：汽车制造
业 

模型实验 数值模拟 

2  总体思路和目标 

工程应用 



3  创 新 点 

①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②  气流组织的多样性 

③  气流组织的复杂性 



创新点1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研究以广州本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建筑面积达37394.6m2 

的大型焊接车间为研究对象，寻求安全、舒适与节能的通风空 

调方式，消除焊接烟尘和余热，以达到改善焊接车间劳动环境 

卫生的目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是：地处位于南方的广州，属非 

采暖地区，厂房为高大空间的半封闭厂房。车间内有手工焊接 

生产线和自动化焊接生产线。 

 

 

 

 

 

 



 系统
要达
到的
最低
标准 

二氧化碳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18000 mg/m3 

车间空气中电焊烟尘最高容许浓度≤mg/m3 

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湿度控制30%~70% 

一氧化碳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33 mg/m3 

二氧化碳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9000 mg/m3 

保证每人每小时不少于30 m3的新鲜空气 

消除飘浮在2-4米高度的烟云及飘尘 

创新点1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创新点2  气流组织的多样性 

车间通风大气流采用诱导式单向流，保证车间
有害物的有序流动并排除。 

1 



焊架上设局部排风且与工位送风
相结合，形成的小气流为吹吸式
通风，排除有害物，降低工作地
带的温度，保证工作地带的环境
与安全。 

采用节能的工位送风方式，夏
天送空调风，冬天送室外风，
以期消除车间内的余热。 

2 

3 

创新点2  气流组织的多样性 



复
杂
的
气
流
组
织 

有组织的气流 

车间排风 

车间送风 

诱导风 

自然风进风 

大型风扇 
无组织的气流 

创新点3  气流组织的复杂性 

吹吸式通风 

空调工位送风 



4 与国内外研究综合比较 
本项目研究 国内外同类研究 

▲车间通风大气流采用诱导式单向流，保
证车间有害物的有序流动并排除 

 

▲采用节能的工位送风方式，夏天送空调
风，冬天送室外风，以期消除车间内的余
热，给工人带来舒适的工作环境 

 

▲焊架上设局部排风且与工位送风相结合，
形成的小气流为吹吸式通风，排除有害物，
降低工作地带的温度，保证工作地带的环
境与安全 

▲以局部排风、局部送风为主,全面通风
为辅的手段来改善焊接车间的劳动卫生
环境 

 

▲工业厂房大部分采用射流形式的机械
通风,耗电量大,运行成本高 

 

▲由于设计不合理及运行管理不完善而
达不到预期的通风效果，有害物浓度高，
特别是非采暖地区，有大量的余热产生，
车间内温度高于工作环境的温度要求 

 

先进性： 高效、节能、环保 



5 知识产权与第三方评价 

论文 

发表论文  篇，其中SCI、EI、ISTP收录论文  篇。 

所发表论文的杂志的封面图片 



专   利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项，发明专利1项 

受理/授权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类别 受理/授权号 

大型焊接车间通风空调系统 发明专利 201110408138.1 

大型焊接车间通风空调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201120511322.4 

5 知识产权与第三方评价 



技术鉴定 

鉴定意见：所研发的组合通风空调系统有害物浓度

低于国家相关标准限值，节能效果显著。该技术已

成功应用于广州本田等多家汽车制造厂，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

水平。 

5 知识产权与第三方评价 



系统应用典型工程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6 工程应用与经济社会效益 



6 工程应用与经济社会效益 

该系统每年节能近千万元。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