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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白银银光双银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银光路 1 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张林晓

项目名称 白银银光双银化工装备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白银银光双银化工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是一家以从事建筑安装

业为主的企业。企业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石灰和石膏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建筑砌块制造等。

项目组人员 胡明立、冯治钢、张冰洁、贾鹏凯、马明龙

现场调查人员 陶银燕、马明龙 调查时间 2024.08.14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陪同人员
张林晓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陶银燕、马明龙
现场采样、检

测时间

2024.08.29~31

2024.10.01~03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陪同人员
张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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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粉尘检测结论：各工种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粉尘峰接触浓度均符合

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2）氧化钙检测结论：新型材料单元去氧化钙车间装载机司机、巡检工接触氧化钙 8h 时间加

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峰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3）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检测结论：二保焊工、电弧焊工、等离子焊工接触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峰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4）臭氧检测结论：二保焊工、电弧焊工、等离子焊工接触臭氧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

要求。

（5）氮氧化物检测结论：二保焊工、电弧焊工、等离子焊操作工接触氮氧化物 8h 时间加权平

均浓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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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氧化碳检测结论：二保焊工、电弧焊工、等离子焊操作工接触一氧化碳的浓度和工作场

所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7）则外辐射测量结论：本次测量了用人单位 3个接触紫外辐射的工种，测量结果显示，二保

焊工、电弧焊工、等离子焊操作工接触紫外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8）噪声测量结论：本次测量了用人单位共计 19 个接触噪声作业的工种，测量及计算结果显

示，所测各工种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强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

对工作地点/设备噪声强度进行测量，新型材料厂主要噪声强度较大的工作地点或设备为空压

机、雷蒙磨、渣样排口，化工装备单元主要噪声强度较大的工作地点或设备为打磨操作位，对

其进行噪声强度频谱分析，结果显示：新型材料单元空压机、渣样排口噪声主频率集中在

250Hz~2kHz，属于中高频噪声；雷蒙磨噪声主频率集中在 125Hz~1kHz，属于中低频噪声；化工

装备单元打磨操作位噪声主频率集中在 500Hz~4kHz，属于中高频噪声。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用人单位警示标识和告知卡设置种类数量不全；职业卫生档案内容需要更新完善；尚未

开展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未提供 2022 年、2023 年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

告。

建议：（1）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做好职业健康检

查完善职工职业卫生监护档案。

（2）规范设置警示标识，所设置的警示标识应醒目，警告标识和指令标识应成对对应设置，如

“注意防尘”与“带防尘口罩”、“噪声有害”与“戴护耳器”等应成对设置。对于损坏的警

示标识、告知卡等应及时更换。

（3）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相关内容，管理制度等相关内容中有关《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的相关条款、内容、名称等应

及时更新。

（4）用人单位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2020]第 5 号），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日常监测，在日常的职业病危害监测过程中，

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理

措施，确保其符合职业卫生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

生要求的，方可重新作业。

（5）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规定，用人单位新型材料厂及化工装备制造厂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均为“严重”，职业病

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不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