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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专项检查问题汇总表
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1 浙江省

建设项目类别：浙江建德建

业热电有限公司 22.5MW热

电联产项目一期工程职业病

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浙江建德建业热

电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设置的报警装置、氨罐围堰不符

合要求，加药间缺少报警装置，配置冲洗设备中洗眼器的设置数量、位置、水压不符

合要求等。

2.加药间、药品储存室的通风设施设置不合理。

3.未按标准配备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4.个别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没有提供中文说明书。

5.现场警示标识不规范，部分内容有误或缺少警示标识。

6.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未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7.公告栏公布的内容不具体，粉尘危害描述有误，部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上墙。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8.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

9.参加评审的职业卫生专家库专家比例未达到 2/3以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

明要求。

10.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专家意见逐条整改落实。

11.现场调查：一是缺少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调查；二是应急设施调查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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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12.职业卫生检测：一是灰库及相关岗位缺乏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输煤数据可靠

性差；二是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仅有参数，无实际检测数据，无有效性分析过程。

13.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无个体防护用品有效性分析及评价过程；二是未对体检异常

结果者进行职业史分析；三是应急设施分析不全；四是未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

病防治效果进行预期分析。

14.补充措施建议：一是缺乏针对性，多处前后不一致；二是多条建议缺乏具体内容，

可操作性差。

2 浙江省

建设项目类别：嘉兴石化有

限公司年产 120万吨 PTA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嘉兴石化有限公

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

2.建设单位相关技术人员未参加报告评审会。

3.工程分析：一是原辅料缺少用量描述；二是缺少各类工种接害岗位汇总描述。

4.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分类不清；二是应急设施描述不全面；

三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预测缺乏依据；四是个体防护用品评价缺乏合理性。

5.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缺少针对性，评价未提及不符合或基本符合，但却提出多条

建议；二是应急设施中一氧化碳报警建议前后不一致。

6.评价结论：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3 浙江省

建设项目类别：绍兴市园方

标准件有限公司年产 700吨
不锈钢精密铸造件项目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绍兴市园方标准

件有限公司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专家对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全，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的要求。

2.工程分析：未分析劳动人员的岗位工种设置及其工作内容与方式等。

3.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类比资料缺少可比性分析；二是职业病危害程度评价基本无

分级；三是缺少对磨光岗位设备配套的通风除尘设施的分析与评价；四是个体防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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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品评价与危害程度评价结果不对应；五是职业卫生管理评价与危害程度评价结果不对

应。

4.补充措施及建议针对性不强，缺少与危害程度评价结果的对应。

5.评价结论：一是接触水平的预期结果缺少有效的类比等方法的支持；二是关键控制

点的确定缺少与危害程度评价结果的对应。

4 浙江省

建设项目类别：年产家电用

热镀锌钢板 32 万吨生产线

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杭州新永丰钢业

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专家组对控制效果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2.现场调查：工作日调查结果与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分析结果不相符。

3.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未检测高温；二是未对局部排风装置等职业病防护设施开展性

能参数检测。

4.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缺少高温相关分析与评价；二是缺少职业病防护设施相关性

能评价。

5.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针对锌锅、光整、拉矫等岗位噪声超标的情况，未提出进一

步控制措施要求；二是未结合职业病危害程度评价结果，对职业健康监护提出针对

性建议。

5 浙江省

建设项目类别：湖州南方矿

业有限公司小石山石灰石矿

年产 60 万吨水泥用石灰岩

露天矿山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湖州南方矿业有

限公司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未落实体检复查人员的要求。

2.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3.现场调查：缺少外委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及职业病防护设施检维修等情况的调查。

4.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没有明确现场检测是在驾驶室内还是室外；二是缺少对已识别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一氧化碳的现场检测；三是缺少粉尘采样的依据；四是未开展职业

病防护设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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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日常

监测数据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数据；二是缺少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有效性评价；三是

未以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符合性为前提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四是缺少对职

业病危害操作规程的符合性评价；五是缺少对外委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的评价及体检复

查落实情况的评价；六是缺少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的预期分析。

6.补充措施及建议不全，如缺少对外委作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和操作规程等的建议。

6 浙江省

建设项目类别：嘉兴山蒲照

明电器有限公司年产 1.2 亿

只 LED 固态照明应用产品

项目（一期）职业病防护设

施验收

建设单位：嘉兴山蒲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个别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缺少中文说明书。

2.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不符合要求。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3.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设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部分不规范，内容

有误或者警示标识欠缺。

4.劳动合同欠规范，未明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

5.职业病防护设施台账不规范。

6.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教育不到位。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7.专家未对报告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

8.现场调查：缺少对项目工作制度、岗位设置、作业方式、操作人员工时等调查。

9.职业卫生检测：一是缺少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采样设备、采样时段及数据计算等过

程的相关内容；二是缺少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相关内容。

10.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日常

监测数据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性能参数检测数据；二是缺少职业病防护设施有效性评价

的具体内容；三是缺少个体防护用品的符合性和有效性评价；四是缺少职业病危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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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程的符合性评价；五是由于岗位人员的具体信息不明确，所以缺少职业健康检查

人数符合情况的评价内容；六是缺少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分析与评价。

11.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提出的管理措施意见不明确具体；二是未对外委人员提出职

业健康监护相关建议。

7 浙江省

建设单位：杭州中车车辆有

限公司

检查方式：随机抽查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涂胶、调胶岗位使用的原辅材料有毒有害成份不清，无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2.涂胶、调胶岗位检测数据未公示。

3.涂胶、调胶岗位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不全。

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滞后。

8 福建省

建设项目类别：福建石狮鸿

山热电厂二期工程职业病防

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神华福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检查方式：随机抽查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氨站和精处理加药间的报警装置未及时检定。

2.氨站氨罐区的应急冲淋装置位置设置不当，卸氨区未设置围堰。

3.精处理加药间配药箱未设置局部通风排毒设施，且全面通风设施不能正常运转。

4.渣仓放渣口未设置通风除尘设施。

5.部分现场作业工人个体防护用品配备不正确、佩戴不规范。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6.现场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不齐全。

7.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公告内容不全面、不规范。

8.应急救援设施维护保养记录不详实。

9.未按要求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0.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及自验收。



6

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11.现场调查：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如氨站巡检）不全；二是应急救援设施调

查不具体；三是建筑卫生学调查不全；四是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调查不全。

12.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未检测汽机房高温；二是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检测结果描述不规

范；三是未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检测；四是照度检测地点描述不清、检测点不全。

13.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数据；

二是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但未引用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防护设施设置情况说

明符合性；三是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运行纪录及其有效性评价不完全；四是职业健康监

护评价不完整。

14.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针对性不足，建议不具体，如氨站和精处理加药间的应急救

援措施；二是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9 福建省

建设项目类别：福建联合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新建化工装

置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福建联合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及自验收。

2.现场调查：一是喷淋洗眼装置的安装位置调查不详实；二是氨水、联氨、DMF溶剂

等原辅料储存位置及条件描述不详；三是未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进行调查。

3.职业卫生检测：一是对职业病危害接触限值为超限倍数的毒物的检测结果表述不规

范；二是未对化验室的通风设施进行检测。

4.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对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为异常的人员进行分析；二是未对应

急救援预案及演练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5.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部分补充措施及建议缺乏针对性；二是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

情况进行复核。

6.评价结论：针对噪声超标情况没有明确说明在采取个体防护后的预期效果。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而是指定了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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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福建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铝东南铜

业有限公司铜冶炼基地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中铝东南铜业有

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主持会议。

2.专家对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全面，如未包括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

所、工艺设备是否描述清晰。

3.对部分专家意见的修改不完善，如提出进一步细化生产工艺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

别，但报告中给出的接触水平较为笼统，且部分生产环节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不全。

4.工程分析：一是劳动定员分析与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时的数量不一致，如综合车

间工程分析时为 60人，后面为 48人；二是部分工艺描述不详细，如综合回收单元没

有明确湿法工艺和火法工艺采取哪个工艺，还是两者结合，也没有说明其处理烟尘量

的比例。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对可研中拟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描述不清晰，如将工艺先

进性归为防护设施；二是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范围的预测较为笼统，

仅预测了是否超标；三是部分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性评价未给出明确结论，针对职

业病危害因素可能超标的工作场所未引用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防护设施设置情况说明；

四是对较为复杂的单元没有划分子单元；五是部分工艺流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描

述不明确，部分工序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不全面；六是未对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接触水平进行预测；七是设备布局的分析与评价不全面，如未对高噪声的设备

是否布置在多层建筑的底层或单层建筑内进行分析与评价。

6.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针对性不强，前面评价时没有提出不符合，但后面提出了补

充措施；二是建议不具体，如个体防护用品、辅助卫生用室等的建议较为笼统。

7.评价结论：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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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建省

建设项目类别：龙岩市新罗

区冬瓜仑矿水泥用灰岩矿整

合工程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

建设单位：华润水泥（龙岩）

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2.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报告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3.工程分析：一是各岗位作业内容描述不完整；二是现有企业概况和利旧工程内容描

述不完整。

4.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缺少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频率分析；二是维修工职业病危害

因素评价不全；三是矽尘的危害分析与评价不完整；四是未识别凿岩作业时产生的手

传振动危害；五是拟建项目部分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范围预测不准确；

六是未按照划分的评价单元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性和符合性进行评价；七是生产

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状况、辅助用室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其符合性评

价不全面。

5.补充措施针对性不足，建议不具体。

6.评价结论：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危害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

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12 福建省

建设项目类别：湄洲湾港斗

尾港区外走马埭作业区 1-4
号泊位工程职业病防护设施

验收

建设单位：中化泉州石化有

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及自验收。

2.自验收意见中的部分内容与报告评审意见不一致，如前面认为建设单位按要求进行

了职业健康监护，后面提出规范职业健康监护。

3.现场调查：一是未对上岗前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进行调查；二是部分职业病危

害因素调查不全面；三是未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

4.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未对固体码头的微波开展检测，且未说明原因；二是检测结果

表述不规范。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与评价不全面，如未对船舱内的通风效

果进行评价；二是个体防护用品的符合性评价不全面，如滤毒盒的更换周期为 6个月，

时间过长，但未提出不符合规定；三是对职业健康监护情况的分析评价不全面；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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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部分岗位的高温预期结果分析不符合实际情况，如船舱计量员的高温检测结果超标，

且没有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而预测结果为低于职业接触限值。

6.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针对性不强；二是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

施没有明确具体的要求；三是未对提出建议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13 福建省

建设项目类别：金井湾 3#泊
位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职业

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平潭综合实验区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码头作业区附近未设置卫生间。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2.职业卫生档案管理不规范。

3.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未正式发布。

4.未按规范要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5.未见专家对报告的评审意见。

6.未见专家对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自验收意见。

7.现场调查：未对维保员接触噪声情况进行调查。

8.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未对对讲机产生的电磁辐射进行检测；二是未对维保员接触噪

声情况进行检测。

9.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对电磁辐射危害程度进行说明及分析评价；二是未根据噪

声检测结果明确各岗位为非噪声作业。

10.补充措施和建议：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现场配备的急救药品不全，如硼酸、碳酸氢钠等。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2.职业病防护设施台账信息不全，缺少型号、地点、风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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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14 湖北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国石化集

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宜

昌分公司燃煤锅炉烟气脱硝

改造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

收

建设单位：中国石化集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宜昌分

公司

检查方式：随机抽查

3未见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检修、更换记录。

4.警示标识设置大小不规范。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5.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及自验收。

6.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

7.建设单位未出具职业病防护设施自验收报告。

8.现场调查：一是评价范围、工艺介绍、识别检测等不一致，评价范围说只评价脱硝

的主装置区，但又对灰渣装置进行了识别和检测，而工艺又没包括灰渣装置；二是未

对整个厂区的总体布置即生产区、非生产区、辅助生产区进行调查，也未具体说明本

项目布置在厂区的哪个区域；三是对原料氨的来源调查不清，根据现场核查，本项目

不涉及公用氨区、加氨间，氨直接来源于合成氨车间；四是本项目涉及工种调查不清，

涉及脱硝设备巡检的工种为锅炉 2#巡检工，没有如报告中所说锅炉脱硝巡检工，且脱

硝也不涉及除灰渣巡检工；五是工种巡检时间与企业说法不一致，正文和资料性附件

生产工人人数也不一致；六是表 F3-13未针对本项目实际调查防护设施所设置情况，

如针对氨设置了什么防护设施；七是未针对本项目实际调查应急设施的设置情况，如

未对氨报警器的位置、数量、报警值等进行调查；八是未见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具体

内容的调查及分析；九是未见针对本项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设置情况的调查；

十是未对企业自行日常监测情况进行调查。

9.职业卫生检测：一是同一作业场所岗位名称叫法不一致，有的叫 1#球磨机，有的

就叫球磨机；二是同一工种、同样工作场所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时间不一致；三是

定点采样每天每个作业点均只采一次样，4 台机组也只选了一台机组；四是表

F4-11CTWA计算有误，超过了短时间接触浓度，表 F4-15个体煤尘（呼尘）部分数据

超过了总尘；五是未对主装置 SCR区的氨、噪声等进行检测；六是未开展职业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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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护设施性能参数检测。

10.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对各岗位或设备所设置的防护设施进行具体的符合性和有

效性评价，且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数据；二是未对各工种具体接触水平进

行分析与评价；三是未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符合性及有效性进行评价；四是未对厂

区总体布局及本项目实际布局进行细化评价；五是未对利旧的辅助用室（如卫生间等）

进行分析评价；六是未对氨报警器的位置、数量、报警值及氨的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分

析评价；七是未进行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

11.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措施与建议不具体，对警示标识未具体提出应设置的位置、

种类；二是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12.评价结论：未给出建设项目在正常生产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

议的情况下，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结论性

意见。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投料工艺落后，职业病防护设施不到位。

2.化学品管理不规范，未见化学品中文说明书。

3.生产现场未见急救药箱，控制室急救药箱内急救药品不完备。

4.装置区及灌区设置喷淋洗眼装置数量过少，且服务半径过远。

5.包装岗位配备的防尘口罩等个体防护用品不符合要求。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6.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制定不及时，现场检查时刚完成制订，还在审核中。

7.缺少职业病防护设施检维修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岗位职业卫生操作

规程等制度，劳务派遣作业职业卫生管理缺失。

8.未见职业病危害作业外委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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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15 湖北省

建设项目类别：湖北三宁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
硝硫基复合肥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湖北三宁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9.高毒作业场所未见红色警示线。

10.未在醒目位置公布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11.体检报告未见给出职业禁忌人员名单，未见企业有职业禁忌人员岗位调整记录。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2.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及自验收。

13.专家组对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14.专家组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自验收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15.建设单位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16.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不完全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17.现场调查：一是对部分工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时间、接触方式、接触频次调查不

准确；二是未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及可燃、有毒气体报警情况进行调查；三是

对部分防尘、防毒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不够充分；四是对工作场所喷淋洗眼装置调查

不完善；五是对生产性粉尘岗位个体防护调查不详实；六是建筑卫生学调查、企业职

业卫生档案调查和职业健康监护调查不全面。

18.职业卫生检测：一是部分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因对接触时间等分析不完

善，影响检测数据的正确性；二是未对原料成品库房全面机械通风量等职业病防护设

施性能进行检测。

19.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合理性、有效性评价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数据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维护数据；二是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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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设施的符合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与评价；三是个体防护用品的符合性、有效性评

价不完善，未以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符合性为前提进行评价；四是因职业病危害因素接

触时间分析不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评价有欠缺；五是未检查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运行纪录和制度内容，有效性评价不完善；六是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不完整；七是

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设施设置针对性、可行性和符合性评价不完善。

20.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针对性不足，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未明确设置地点、

种类、技术要求等，管理措施未明确具体要求；二是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

核。

21.评价结论：一是未给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二是未给出建设项目当前

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的正确结论；三是未

给出建设项目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

况下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结论性意见。

16 湖北省

建设项目类别：东风本田汽

车有限公司发动机铸造车

间、机加工车间能力提升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东风本田汽车有

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化学品管理不规范，未见化学品中文说明书。

2.部分劳动者未按要求佩戴个体防护用品，部分岗位防护用品种类不对。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3.职业卫生档案不全。

4.在醒目位置公布的职业病防治规章制度和相关操作规程未健全，部分制度不规范；

应急救援预案缺乏针对性。

5.在醒目位置公布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不规范。

6.制芯岗位未设置警示标识。

7.职业病防护设施台帐不全，维护不完善，有的和安全、环保设施台账混淆。

8.建设项目实际生产规模年产 53万台，超过 40万台的设计规模，防护设施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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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9.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及自验收。

10.现场调查：一是未明确 2个生产车间具体工艺的岗位设置、岗位人数、接触职业病

危害时间及倒班周期；二是对原辅材料成分、用量等调查不完全；三是未对企业日常

监测情况进行调查；四是未调查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数量、防护性能等数据信息；五是

职业健康监护资料调查内容不全面；六是职业卫生管理内容调查不全面。

11.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检测点设置不足，个体检测样品量不足；二是噪声计算 40小
时/周等效声级，未见工时调查依据；三是未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检测，也缺少防护

设施数量及防护性能数据，引用了以前做过的防护设施效果检测数据，但未说明与本

项目防护设施间的关系；四是未开展建筑卫生学检测。

12.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评价未引用企业日常监测情况及监测数

据、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数据等；二是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未对制度的完整性及内容的

符合性进行分析评价，有效性评价不充分，建设单位现行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描述不

清；三是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未对不同岗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与职业健康检查项目的

符合性进行分析评价，未对本项目新上岗人员是否进行了上岗前体检进行分析评价，

部分评价不准确；四是未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进行预期分析。

13.补充措施和建议：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14.评价结论：一是未给出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二是未给出建设项目正常生产过程

中，在采取了控评报告所提对策措施的情况下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

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结论性意见。

17 湖北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航油石化

管道有限公司武汉穿江航煤

管道工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职业病危害评价问题：一是对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进行了预测，均小于

接触限值，但未预测可能的浓度范围；二是未开展职业病危害程度预测及事故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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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建设单位：中航油石化管道

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个体防护用品的需求分析；三是辅助用室分析不准确，如巡检员也需要休息室；四是

职业卫生管理分析中对严重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分析评价不适用本项目，管理内容

分析不全面。

2.补充措施及建议问题：一是职业卫生管理的建议针对性不强；二是防毒口罩的配置

建议不具体。

18 湖北省

建设项目类别：江夏钢材深

加工基地钢结构工程项目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武钢集团武汉江

北钢铁有限公司汉阳钢厂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

2.专家对报告的修改建议不全面，如未对工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时间、接触

方式、接触频次等分析不完善提出建议。

3.专家提出的意见评价报告修改不充分且未说明理由。

4.工程分析：生产工艺设备、原辅料和中间产品分析不全面。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存在的作业岗位、接触人员、接触时

间和频率分析不完善；二是拟建项目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范围预测

不全面；三是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性和符合性评价不完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可能超标，但未引用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防护设施设置情况说明；四是拟配备个体防

护用品分析不全面，合理性和符合性评价不完善；

五是拟设置应急救援设施描述不清，合理性和符合性评价不完善；六是生产工艺及设

备布局情况、建筑卫生学状况、辅助用室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符合性评价不完

善。

6.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应急救援、职业卫生培训等方面的补充措施及建议针对性不

强；二是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未明确设置地点、种类、技术要求，管理措施未

明确具体要求。

7.评价结论：一是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危害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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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二是未明确拟建项目是否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

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结论性意见。

19 湖北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公司湖北三江航天江

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特种压

力容器产业化（二期）建设

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湖北三江航天江

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专家组对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2.专家组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自验收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3.建设单位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4.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5.现场调查：一是未对整个厂区的总体布置及 2#厂房内竖向布置、各层内设备区域布

置情况进行调查描述，附件也未见平面布置图；二是缺少当地风向玫瑰图；三是未对

所使用的焊材成分、清洗液、抛光材料进行调查，也未见相关的工艺说明及识别；四

是未对自动螺旋杆纤焊工艺、辅助生产设施的工艺进行说明；五是未对镍及其无机化

合物、玻璃纤维粉尘危害进行分析识别，未对焊接高温及其自动螺旋杆纤焊工艺进行

识别；六是劳动定员和工作班制调查混乱，前后不一致，各工种所接触的危害因素与

识别不一致；七是未见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具体内容的调查及分析；八是未见针对本

项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设置的具体调查内容；九是未对企业自行监测情况进行

调查；十是未对各除尘、通风设施的数量风量等参数进行调查；十一是未对个体防护

用品具体参数进行调查；十二是未对辅助用室的地点、数量等进行细化调查。

6.职业卫生检测：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出具时间与评审时间已超过一年，评

价使用数据时效性不高；二是未对识别出的一氧化碳、紫外辐射、臭氧、镍及其无机



17

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化合物等进行检测分析；三是未对压缩空气站、焊接岗位的噪声进行检测；四是未对

通风除尘等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检测。

7.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对各岗位或设备所设置的防护设施进行具体的符合性和有

效性评价，且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数据；二是未对各工种具体接触水平进

行分析与评价；三是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未对制度内容、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执行情况进

行符合性及有效性评价；四是职业健康监护评价中体检人数与接触人数相差较大，体

检项目也未分析，评价却都符合；五是未对厂区总体布局及本项目实际布局进行细化

分析与评价，检查表 F3-1 中检查结果与评价依据未对应，也未结合本项目实际进行

分析；六是未对辅助用室（如卫生间）、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分析等进行分析与评价；

七是未进行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

8.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没有针对性，评价过程未发现不符合项，却提了很多改进建

议，二是措施建议不具体，个体防护、警示标识等措施建议未明确所针对的工种及具

体要求。

9.评价结论：一是未明确职业病防治关键控制点；二是未给出建设项目在正常生产过

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

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结论性意见。

20 湖南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材湘潭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吨/日
水泥熟料生产线及 9MW低

温余热发电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验收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包装岗位密闭除尘设施不全。

2.未按标准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3.职业卫生制度有缺失，职业卫生档案不规范，劳务派遣作业职业卫生管理不到位。

4.新建项目未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5.现场警示标识设置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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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项目概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建设单位：中材湘潭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检查方式：随机抽查

6.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未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公告栏公布的内容不具体，一些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上墙。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7.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和自验收。

8.专家组对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9.专家组对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自验收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10.建设单位未出具评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报告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11.建设单位未出具自验收报告，未对职业病防护设施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12.现场调查：一是未提及余热发电、品质部等所用原辅材料；二是职业病危害因素调

查不完善。

1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一是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结果可信度不高，建议核实；

二是未对装袋和发运的局部排风装置等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检测；

14.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与评价不准确。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有毒有害和无害作业岗位没有完全分开，作业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强度不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2.未按要求配备现场急救用品。

3.未按标准配备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4.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有缺失，外包作业管理有漏洞。

5.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未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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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湖南省

建设项目类别：株洲冶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锌铅烟气综

合治理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验收

建设单位：株洲冶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6.职业卫生档案不规范。

7.未在醒目位置公布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8.未在作业场所告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9.未按规定组织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10.建立的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针对性不强。

11.未落实评价报告提出的建议，如增设洗眼器。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2.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及自验收。

13.专家组对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14.专家组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验收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15.建设单位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内容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16.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内容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17.现场调查：调查结果与个体防护用品配备不一致，如耳塞的配备，且未针对工种开

展相关调查。

18.职业卫生检测：一是未检测高温，“不在夏季高温季节”理由不充分；二是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不全，如未对硫酸进行检测；三是未对通风系统的通风风量等职业病防

护设施技术参数进行检测；四是建筑卫生检测不全，如未检测控制室照度。

19.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离心风机进出口设置隔声罩，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不准确；

风机维修工噪声超标原因分析不准确，未能有效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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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护设施进行评价；风机仪表室噪声超标但未引用大部分企业的设置情况说明；二

是用预评价语言描述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情况，未对个体防护用品的符合性和有效性进

行评价；三是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描述 27人接触噪声，但只对风机房维修工 4人进行

了噪声体检，其余人员未进行噪声体检，且需复查的 2人未见复查材料，评价不准确。

20.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未对噪声作业人员体检率不够，复查人员尚未复查的情况提

出相关整改建议；二是未对催化剂的更换未检测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22 湖南省

建设项目类别：株洲时代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代

新材风电叶片扩能项目

建设单位：株洲时代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打磨工位的粉尘浓度超标，无防护设施。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2.外包作业管理有漏洞，职业卫生档案不规范。

3.部分新建项目未及时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4.部分作业场所未告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5.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及自验收。

6.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修改后的报告进行确认。

7.建设单位未出具自验收报告，未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措施的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8.现场调查：一是原辅材料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不详细；二是职业病防护

设施调查不准确，如打磨工具自带局部排风装置等在报告中未能有效反映。

9.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不全，如苯酚、丁酮等；二是腻子

粉尘识别为矽尘但未见相关分析说明；三是未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

10.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能有效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进行职业病防护设

施评价；二是腻子粉打磨工位粉尘超标，采取的防护设施描述不规范且未引用行业内

大部分企业防护设施设置情况说明符合性；三是防毒面具均未明确过滤元件种类，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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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超标岗位未分析防尘口罩的有效性，个体防护用品符合性和有效性评价不规范；四

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符合性评价不规范；五是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未明确说明各

工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应的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无法核定体检率；六是正常生产

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未明确给出粉尘超标工种的预期接触情况，分析

不规范。

11.补充措施和建议针对性不足，如苯、甲苯、二甲苯浓度均为低于最低检出浓度，但

却提出了设置相应气体报警装置的措施建议。

23 湖南省

建设项目类别：湖南中烟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大托库

区片烟醇化仓库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湖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及自验收。

2.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修改后的报告进行确认。

3.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4.职业卫生检测：乙酸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为 10mg/m3，但表 2-2中最低检出浓度

为 7.8mg/m3有待确认。

5.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针对性不强，未能有效区分职业病防护设施

与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与应急救援设施。

6.补充措施及建议不全，未提出针对污水处理站氨、硫化氢应急救援预案的相关建议。

24 湖南省

建设项目类别：光大环保能

源（永州）有限公司永州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

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永

州）有限公司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会。

2.专家组对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要求。

3.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修改后的报告进行确认。

4.工程分析：原辅材料分析不全，如杀菌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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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危害识别中未见作业岗位、接触人数信息，类比数据

未给出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二是职业病防护设施描述不完整，如加药

间、柴电机房的具体通风换气技术要求；三是未对飞灰固化处理作业岗位工人粉尘的

接触水平进行预测；四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合理性和符合性评价不准确。

6.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缺乏针对性，补充措施与前面评价不对应；二是建议不具体，

如没有个体防护用品岗位配备具体建议。

25 湖南省

建设项目类别：长沙子元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套汽车配套内饰件生产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长沙子元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

2.专家组对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要求。

3.建设单位出具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要求，如未对报告的修改情况进

行确认。

4.工程分析：类比项目注塑工识别了粉尘，且浓度大于粉碎工接触的粉尘浓度，但拟

建项目注塑机未识别粉尘，且未见相关分析。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描述不清晰，未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

性评价；二是未开展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预测。

6.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前后不一致，如正文和资料性附件中提到“拟设置可燃气体报

警仪”，资料性附件中又称“未提及安装报警装置”，正文补充措施中要求“在锅炉房设

置可燃气体报警仪”，几处说法矛盾；二是建议不具体，如“粉碎机房可设机械通风或

局部通风除尘设施”等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技术要求不明确。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冲压岗位配发的护耳器选型不正确，焊接岗位配发的口罩不符合防尘要求，补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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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陕西省

建设项目类别：比亚迪汽车

有限公司 20 万辆汽车及发

动机扩建项目一期工程职业

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比亚迪汽车有限

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部分岗位工人未配发防毒面罩，部分工人未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2.调漆间、磷洗间洗眼器出水压力过大，工人应急洗眼时易造成伤害。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3.职业病防治责任制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缺乏针对性。

4.职业卫生档案不完善。

5.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不符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 47号）总要求。

6.职业病危害未按照规范进行“一人一告知”。

7.油漆房化学品管理不到位，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8.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和自验收。

9.评审会和自验收未按照要求聘请职业卫生专家参加。

10.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整改落实情况描述不细致，且未经建设单位确认。

11.建设单位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和自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施行说明要求。

12.现场调查：水性白中涂岗位正丁醇、异辛醇、丁二醇乙醚等危害因素未识别。

13.职业卫生检测：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项目存在漏检；二是未开展通风装置等职

业病防护设施性能参数的检测。

14.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进行日常监测评价；二是耳塞等个体防护用品选型不正确，

未进行评价；三是管理人员不到位，制度不全面，有效性差，有关评价不到位；四

是未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进行预期分析。

15.补充措施和建议不全，如未对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应急救

援措施和个体防护不完善等情况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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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陕西省

建设项目类别：陕西液化气

天然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

凌液化天然气（LNG）应急

储备调峰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

建设单位：陕西液化气天然

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

2.专家组对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要求。

3.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复核确认。

4.工程分析：一是劳动定员、岗位分析不明确；二是原辅材料无用量和化学成分分析。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中缺少接触人数、可能产生的健康影响

和导致的职业病等相关描述；二是缺少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期浓度（强度）范

围；三是缺少对应急救援设施的合理性评价。

6.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未归纳不符合项；二是表 2-6各项均符合

要求，但报告结论出现“基本”符合要求，前后不一致；三是在评价部分未提及警示标

识问题，但却在建议部分要求进行警示标识整改；四是建议章节缺少具体整改措施建

议，可操作性差。

7.评价结论：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危害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预

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28 陕西省

建设项目类别：国网陕西省

电力公司西安南（南山）

750kV变电站工程职业病防

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国网陕西省电力

公司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及自验收。

2.未按照要求聘请职业卫生专家参加评审会和自验收。

3.专家组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全。

4.专家组对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验收意见内容不全。

5.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

6.自验收报告与整改报告盖章日期为同一天，防护设施整改只有计划但未落实。

7.现场调查：一是缺少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的调查；二是工作日写实未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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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班组生产活动内容。

8.职业卫生检测：未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

9.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卫生管理评价与实际不符合；二是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

描述有误；三是无正常生产后职业病防治效果的预期分析，只有试运行期的结果。

10.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针对性不足，评价不符合项均未在补充建议中提出；二是建

议不具体，可操作性差；三是缺少对建设单位整改情况的复核。

11.评价结论：一是无关键控制点的描述；二是未给出建设项目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

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

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结论性意见。

29 陕西省

建设项目类别：陕西延长石

油（集团）管道运输公司安

永线沐浴-郝家坪管输改造

工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陕西延长石油（集

团）管道运输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

2.专家组对报告的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要求。

3.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4.工程分析：无主要原料（原油）油品有毒有害因素成分分析。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不全，缺少原油有毒有害因素分析；二

是未开展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预测。

6.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不全面。

7.评价结论：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建设项目主要接触危害岗位的职业病危

害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30 陕西省 建设项目类别：咸阳烟叶复

烤有限责任公司局部技术改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

2.专家组对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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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咸阳烟叶复烤有

限责任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3.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4.工程分析：一是岗位划分不明确；二是原辅材料产品描述有误。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说明 X射线不在评价范围内，工种岗位前后矛盾，无接触

频率；二是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强度）没有具体数据，推测不正确；三是未对

个体防护用品进行分析与评价；四是职业卫生管理分析与评价不具体。

6.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类比的先进防护设施未在补充建议中体现，

补充建议不具体，个别内容有误；二是施工期间职业卫生管理建议整改主体有误。

7.评价结论：部分内容前后不一致，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强度）推测不准确。

31 陕西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科

技产业基地（一期）西安船

舶材料成型有限公司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西安船舶材料成

型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会和自验收。

2.专家组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的要求。

3.专家组出具的自验收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的要求。

4.评价报告未完全按照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且未说明理由。

5.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评价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6.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的要求。

7.现场调查：一是未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进行调查；二是职业病防护设施

调查不详实；三是职业健康监护调查前后不一致；四是个体防护用品、职业卫生管理

调查不具体。

8.职业卫生检测：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不可靠，无代表性；二是未开展职业

病防护设施性能参数检测；三是无建筑卫生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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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评价，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

素超标原因分析；二是未以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符合性为前提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评

价；三是未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运行纪录和制度有效性进行评价；四是职业健康监护

评价与体检结果不符；五是未进行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

10.补充措施和建议：一是针对性不足，不具体；二是未对建设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32 陕西省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长庆石

化公司

检查方式：随机抽查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硫化氢报警仪报警值设置不符合要求。

2.硫磺包装、酸性水汽提装置缺少喷淋洗眼器，且硫磺回收装置中心一台便携式洗眼

器水已经污染。

3.质量检验部样品间污染、异味，采样罐随地摆放，实验室没有新风系统，质量检验

部实验室通风柜没有检维修记录。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4.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缺失，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缺乏针对性。

5.职业卫生档案不完善。

6.职业病危害合同告知书、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不规范。

7.未建立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制度。

8.外委作业职业卫生管理不到位。

9.在产生硫化氢工作场所入口醒目位置未设置硫化氢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当心硫化

氢中毒”的警示标识和红色警示线，如柴油加氢、酸性水汽提、硫磺回收装置等区域。

10.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不到位。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问题

1.在产生硫化氢工作场所未设置红色警示线，硫化氢报警仪报警值设置不符合规范，

装置区喷淋洗眼器水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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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甘肃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国石油兰

州石化公司120万吨/年柴油

加氢装置质量升级改造项目

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兰州石

化公司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和查阅

资料

2.成品油质量检验室样品间存在明显异味，样品管理不规范，实验室无新风系统，实

验室通风柜没有检维修记录。

二、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3.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缺失、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缺乏针对性，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和

健康教育不到位。

4.职业卫生档案管理不规范。

5.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制度、计划不具体。

三、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6.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会及自验收。

7.评审专家只有 1人，不符合评审专家不少于 3名（包含 3名），其中职业卫生专家

库专家不少于 2/3的规定要求。

8.建设单位未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和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9.建设单位出具的评价报告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求。

10.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要求。

11.现场调查：一是未开展建筑卫生学（主控室、外操室新风）调查；二是缺少应急救

援设施情况调查；三是缺少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情况调查；四是缺少职业卫生管理

情况调查。

12.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未按照《硫化氢职业危害防护导则》（GBZ/T 259-2014）进

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二是未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进行评价；三是职业

卫生管理评价中缺少人员、教育、规程等方面的内容；四是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分

析与评价中缺少主控、外操新风系统的评价；五是硫化氢报警值未按国家标准分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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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六是未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治效果进行预期分析。

13.补充措施和建议不全，如针对评价提出管理人员配置不到位的情况未提出明确整

改要求。

14.评价结论：未给出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34 甘肃省

建设项目类别：白银有色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深部铜矿二

期（四中段以下）采矿工程

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白银有色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2016年 3月 2日三位专家出具了个人报告评审意见，但未见会议其他相关资料。

2.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者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审。

3.未见专家组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

4.未见建设单位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

5.工程分析：一是生产工艺描述不具体；二是重点评价因素筛选不当；三是利旧设施

描述不清。

6.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分析表缺少具体的接触时间和频度，未

对井下氡及其子体危害进行识别和预测；二是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性和符合性评价

不足，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但未引用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防护设施设置情况进

行说明；三是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预测不具体；四是职业卫生管理

分析与评价不符合实际情况，类比多数岗位超标，近年每年职业健康检查均发现矽肺

病人和职业禁忌证者，说明职业卫生管理存在缺陷，职业卫生管理不到位，评价部分

未体现；五是职业卫生投资明显不足，但未进行充分评价。

7.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针对性方面，职业卫生投资评价为基本符

合但未给出相应建议，类比多数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超标，近年每年职

业健康检查均发现矽肺病人和职业禁忌证者，说明类比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不足，拟

建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与类比项目相同，因此提出的建议不充分，无针对性；二是补

充措施及建议不具体，职业性防护设施未明确设置地点、种类、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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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评价结论：一是给出的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为“超标”或“不超标”，缺预期浓度（强度）或接触水平的具

体值，且预测的大多仍超标，不符合要求，预测错误，说明补充建议措施不能满足要

求；二是未明确拟建项目是否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

准的要求。

35 甘肃省

建设项目类别：酒泉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双相不锈钢

产品开发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验收

建设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评价报告评审和自验收。

2.未按照要求聘请职业卫生专家参加评审和自验收。

3.专家组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全，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

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七条施行说明要

求。

4.专家组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自验收意见内容不全，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

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

5.建设单位未出具评价报告评审意见。

6.自验收报告与整改报告盖章日期为同一天，防护设施整改只有计划但未落实。

7.现场调查：无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的调查。

8.职业卫生检测：一是部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计算错误；二是未开展职业病防

护设施检测。

9.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日常

监测数据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性能参数检测数据；二是未正确评价接触水平和个体防护

用品有效性；三是职业卫生管理评价不具体；四是未对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细化评

价，未提及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五是无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

期分析。

10.补充措施和建议：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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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价结论：未给出建设项目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

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否符合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明确结论。

36 甘肃省

建设项目类别：甘肃中粮可

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新增

PET800 生产线项目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甘肃中粮可口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会。

2.专家对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内容不全。

3.建设单位出具的报告评审意见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十一条施行说明的要求，如未对评价报告

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4.工程分析：对工程利旧部分生产人员情况描述不清。

5.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危害因素二氧化碳类比数据超标，但未作为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评价；二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与评价不够细化；三是未进行各岗位主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预测；四是未对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符合性评价；五是职业

卫生管理分析与评价不细化。

6.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针对性不足，如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评价未提不符

合，但却有整改建议。

7.评价结论：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的职业病危

害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37 甘肃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航天水飞

机工业公司化工库库房建设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建设单位：中航天水飞机工

业公司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会。

2.未按照要求聘请职业卫生专家参加评审会。

3.专家组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

4.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评价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5.工程分析：高毒、剧毒物品用量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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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6.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与评价无类比资料，没有量的分析也没

有后期预测，未进行合理性评价；二是未开展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

预测；三是应急救援设施未进行合理性评价。

7.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一是缺乏针对性，补充措施与前面评价不对应；

二是工程措施未给出具体技术要求，操作性不强。

8.评价结论：一是未给出采取补充措施及建议后主要接触危害岗位的职业病危害预期

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二是未明确给出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

的要求。

38 甘肃省

建设项目类别：中核兰州铀

浓缩有限公司福利区燃煤锅

炉清洁能源改造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中核兰州铀浓缩

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查阅资料

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问题：

1.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亲自或指定分管负责人主持报告评审和自验收。

2.未按照要求聘请职业卫生专家参加评审和自验收。

3.专家组未出具对报告的评审意见和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自验收意见。

4.建设单位未出具报告评审意见，未对评价报告的修改情况进行确认。

5.建设单位出具的自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号）第二十六条施行说明的要求。

6.现场调查：一是缺少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情况调查；二是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

不细致。

7.职业卫生检测：一是噪声定点检测误为等效连续 A声级检测，建设项目有 10名司

炉工、2名段长，但仅检测了 1名工人和 1天时间，代表性不足，且泵房工工种名称

前后不一致；二是未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

8.职业病危害评价：一是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未使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数据和

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维护及检测数据；二是未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运行纪录和制度的

有效性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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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补充措施和建议：未对建设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39 甘肃省

建设单位：甘肃祁连山水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检查方式：随机抽查

职业卫生管理问题：

1.职业卫生档案管理不规范。

2.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检测制度及计划不具体。

3.外包作业职业卫生管理不到位。

4.职业卫生公告栏缺失。

5.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不规范。

6.包装等岗位缺乏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