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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河南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科技园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张涛

项目名称 河南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项目简介

河南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3 月，生产基地位于郑州市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区内，

公司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16 号 1号楼 13 层 1305 号，是一家专业制造水处理设备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5169 万元，法人代表游建德。用人单位经营范围为水处理设备设计、

水质仪表、水处理耗材、机械设备的销售、水处理技术的咨询服务、水处理环保设备的加工制

造等。

项目组人员 邵锴

现场调查人员 李云龙、邵锴 调查时间 2024.8.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张涛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邵锴、李云龙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8.2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张涛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臭氧、噪声、紫外辐

射。

粉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

家接触限值的要求。

二氧化氮、一氧化碳、锰及其无机化合物：用人单位电焊工接触二氧化氮、一氧化碳、锰及其

无机化合物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各工作场所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

臭氧：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焊接处臭氧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此次测量结果显示，维修工接触噪声 8h 等效连续 A声级强度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切割机、打磨处的噪声强度高于 85dB(A)；各工作场所紫外辐射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要求。超标原因：噪声超标主要原因为切割、打磨工序产生噪声较高，各工区布置较为密

集，噪声相互干扰严重。现场调查发现，用人单位为员工配发有防噪声耳塞，但部分人员未按



要求佩戴。用人单位应严格监督员工作业时正确佩戴防噪声耳塞。

紫外辐射：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电焊工面罩内眼部紫外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主要结论：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的判

定，用人单位所属行业为“三制造业 二十三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环保、邮政、社会公共服务

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

主要建议：

1 防尘毒

（1）重视产生粉尘场所的粉尘治理，及时清理产尘工作场所地面积尘，避免二次扬尘，

并形成制度，加强监管。

（2）加强现场管理，要求人员在进行电焊作业时必须正确佩戴防尘口罩、电焊面罩。

（3）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修和维护，确保其防护效率，要求作业人员在焊烟净化器

正常开启的情况下进行接害作业。

2 防噪声

（1）根据生产情况，制定更合理的工作制度，适当减少作业人员接触高噪声源时间和频

次。

（2）建议将产生噪声较大的工序如切割、打磨单独布置，并用隔声材料与其他区域隔离，

减少高噪声影响范围。

（3）加强现场管理，完善管理制度，指导和监督作业人员正确合理使用个体防噪用品，

尤其注意高噪声工作地点的噪声防护。

3 劳动制度

制定更为完善的劳动制度，减少作业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频次和时间。

4 个体防护

用人单位为作业人员配备有防尘口罩、防噪声耳塞等个人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应加强现场

管理，指导和监督作业人员正确合理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制定个体防护用品发放周期，及时更

换防护用品。

5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建议

（1）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工艺特点，制定各岗位的责任制和操作规程，内容包括防护用

品佩戴、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处置、报警，工作中防护设施的运行检查等内容。

（2）职业健康监护方面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委托体检机构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上岗前、在

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应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规定。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24 号）和《职

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卫生档

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4）职业病危害告知方面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将可能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防护措施、

待遇进行告知。应当在告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

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应在产生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配对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如“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噪声有害、

戴护耳器”、“当心弧光、戴防护眼镜”等，并设置粉尘、噪声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5）职业卫生培训方面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同时用人单位应组织劳动者

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

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

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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