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临港二路台

塑工业园区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 MX

厂和苯酚厂内 

【联系人】 胡凌郡 

【项目名称】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装卸站技改项目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表 1-1拟建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装卸站技改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 

项目备案机构 宁波市北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项目备案代码 2308-330206-07-02-104005 

项目性质 改建 

项目建设规模 年预计装卸 C8萃余油、粗甲苯和间二甲苯共计 13.5万吨 

项目总投资 114.06万美元 

项目建设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临港二路台塑工业园区台化兴业（宁

波）有限公司MX厂和苯酚厂内 

总用地面积 128平方米 

项目行业分类 C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采样、检测人员】 - 

【采样、检测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水平预测结论】 
 

评价 

单元 
岗位/工种 

接害 

人数 

接触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岗位预期接触水平（浓度或强度水平） 

粉尘 化学物质 物理因素 

生产 

单元 
装车工 4 

二甲苯、乙苯、甲

苯、苯、苯酚、丙

酮、夏季高温 

- 

二甲苯、乙苯、甲苯、

苯、苯酚、丙酮预测

均＜接触限值 

夏季高温预

测＜接触限

值 

公辅工

程单元 

安卫环 5 

二甲苯、乙苯、甲

苯、苯、苯酚、丙

酮、夏季高温 

- 

二甲苯、乙苯、甲苯、

苯、苯酚、丙酮预测

均＜接触限值 

夏季高温预

测＜接触限

值 

保养 16 

二甲苯、乙苯、甲

苯、苯、苯酚、丙

酮、夏季高温 

- 

二甲苯、乙苯、甲苯、

苯、苯酚、丙酮预测

均＜接触限值 

夏季高温预

测＜接触限

值 

 
 

【评价结论与建议】 



1 评价结论： 
（1）该拟建项目总平面和竖向布置综合考虑职业卫生、安全、环保和消防的要求，功能分区明

确，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和《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的要求。 
（2）该拟建项目采用苯酚厂灌装站现有相类似成熟可靠的液体化学品物料槽车装车工艺技术，

项目生产工艺布局合理，流程顺畅，设备布局合理，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
求。 

（3）通过对该拟建项目的工程分析与评价，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
二甲苯、乙苯、甲苯、苯、苯酚、丙酮和夏季高温。针对该拟建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拟
采取的防护措施可行，再结合本报告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建议，并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阶段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防护设计，使得该项目投产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可符合《中华人民工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4）该拟建项目采光与照明、通风与空调等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5）该拟建项目拟根据工种、岗位及所接触的有害因素发放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发放种类、

数量和更换周期合理，其防护性能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GB 39800.2-2020的规定要求。 

（6）该拟建项目基本可依托苯酚厂灌装站现有应急救援设施，同时在采纳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
施建议后，可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的要求。 

（7）该拟建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后，依托现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及配备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按
要求拟开展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监护，拟设置相应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拟制定相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符合国家相关职业卫生要求。 

（8）该拟建项目依托现有的苯酚厂和MX厂辅助用室，可以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要求。 

（9）该拟建项目建设单位按国家要求开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工作，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法规要求。 

（10）经类比调查等分析与评价，认为本项目确保职业病防护措施到位、运转正常，正常生产时
工作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均能够控制在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以内。 

2 补充措施及建议： 
2.1.1工程防护补充措施 
（1）拟建项目在新增管道、阀门等的选型、采购过程中，严把质量关，选用符合职业卫生、安

全和环保等要求的设备/设施。 
（2）拟建项目应落实本报告所描述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及后续安装和调试等工作，并建立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杜绝槽车装车系统的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3）制定项目物料输送管路系统的定期维保制度，确保管道、阀门等设施的密闭性。 
2.1.2个体防护补充措施 
（1）项目应落实本报告所描述的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正常运行后应加强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使用的有效监督管理，对各种个人防护用品要有专人管理和发放，定期维护、更换；加强职业卫生方
面的教育和培训，使操作者充分了解使用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目的和意义，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
识，确保其规范使用防护用品，不能因工作方便而忽视身体健康；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如
何正确规范使用防护用品。 

（2）对职业病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确保防护用品有效，建立失效更换制度。防
毒面具（滤毒盒）：一般在工况稳定作业场所可根据滤毒盒使用经验估算滤毒盒使用寿命（或根据品
牌（如3M）寿命估算软件进行估算）；或在闻到、尝到污染物味道更换，无论何时，若感觉到头晕、
恶心或其他任何不适，应立即更换滤毒盒。 

2.1.3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项目建设单位应针对项目运行后可能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类型制定完善的职业病危害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建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完善配备齐全的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进
行中毒事故、职业中暑、有限空间作业及化学品造成眼/皮肤刺激、灼伤事故的应急救援演练，演练
记录存入职业卫生管理档案，针对演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对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及现场处
置方案进行修改完善，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2）项目应落实本报告所描述的灌岛拟新增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设计及后续安装等工作，并
建立应急救援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2.1.4职业健康监护 
拟建项目正常运行后应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等的要求组织劳动者开展进行上岗前、

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职业健康检查，妥善处理有职业禁忌证、需要复查以及有疑似职业病的病人。 
2.2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依法对可能接触职业病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健康损害的作业岗位

或场所等情况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 
（2）拟建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及“安监总厅安健〔2014〕



111号”文的要求，在作业场所完善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3）企业在之后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卫生日常管理，做好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并加强应急救援演练。 
（4）拟建项目应具体列明拟建项目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的各项预算，包括卫生防护设施费用、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验设备、应急救援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
生培训等，并落实到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中，为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提供经费保障。 

（5）拟建项目应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的要求，根据拟建项目实际情况完善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6）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要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7）为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项目
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具体包括：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职
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检测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
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
制度》以及岗位操作规程等。 

（8）加强检维修等外包工作业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应对外包劳动者做好岗前职业卫生安全培
训，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调查其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制定岗位操作规程，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 

2.3其他补充措施及建议（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 完善残留物料吹扫工艺的描述； 
2 完善拟采取的防护措施的分析与评价。 
 

【技术服务项目组人员名单】 
 

职责 姓名 职称/职务 资质证书号 

项目负责人 王施平 高级工程师 A2015(P)00870 

报告编写人 

王施平 高级工程师 A2015(P)00870 

厉景帅 工程师 2021（P）-01-001（甬） 

丁肖庆 助理工程师 2022（P）-01-002（甬） 

报告审核人 洪远成 工程师 2021（P）-01-002（甬） 

报告签发人 姚科伟 高级工程师 2021（J）-01-001（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