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 宁波华美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安居路北、绕城高速

西（北仑区 BL(XB）05-02-04a-2）地块 
【联系人】 刘建成 

【项目名称】 华美达高速精密注塑机智能灯塔工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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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美达高速精密注塑机智能灯塔工厂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宁波华美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项目备案机构 宁波市北仑区发展与改革局 

项目备案代码 2307-330206-04-01-330553 

备案日期 2023年 07月 24日 

项目性质 新建（实为迁建） 

项目建设规模 新增 4000台/年注塑机整机的生产能力 

项目总投资 7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地点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安居路北、绕城高速西（北仑区 BL(XB）

05-02-04a-2）地块 

总用地面积、建筑

面积 
总用地面积 104.5亩，预计总建筑面积 139775平方米（均为地上） 

项目行业分类 C3523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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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 岗位 

接害 

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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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厂房

精加工

车间 

下料 1 噪声 - - 预测＜OELs 

机加工操作工 55 噪声 - - 预测＜OELs 

班组长 8 噪声 - - 预测＜OELs 

焊工（兼打磨） 2 

电焊烟尘、砂轮磨

尘、其他粉尘（铁

及其化合物粉

尘）、锰及其无机

化合物、氮氧化

物、紫外辐射（电

焊弧光）、噪声 

电焊烟尘预

测＜OELs 

化学危害因

素预测均＜

OELs 

噪声预测＞

OELs 

紫外辐射预

测＜OELs 



抛丸工（外包

工） 
1 

其他粉尘（铁及其

化合物粉尘）、噪

声 

预测＜

OELs 
- 预测＞OELs 

钣金工 1 噪声 - - 预测＜OELs 

激光切割工 1 噪声 - - 预测＞OELs 

5#厂房

热处理

车间 

热处理工 3 高温、甲醇、噪声 - 预测＜OELs 预测＜OELs 

4#厂房

总装车

间 1 

装配工 45 噪声 - - 预测＜OELs 

班组长 4 噪声 - - 预测＜OELs 

3#厂房

总装车

间 2 

装配工 45 噪声 - - 预测＜OELs 

班组长 4 噪声 - - 预测＜OELs 

2#厂房

喷漆车

间 

上腻子打磨工

（外包工） 
2 

苯乙烯、（不饱和

聚脂树酯、滑石

粉、钛白粉等混合

性粉尘）、噪声 

其他粉尘预

测＜OELs 

苯乙烯预测

＜OELs 
预测＞OELs 

清洗工 4 溶剂汽油、噪声 - 预测＜OELs 预测＜OELs 

喷漆工（外包

工） 
5 

丙酮、丁酮、2-丁

氧基乙醇、正丁

醇、异丙醇、高温、

噪声 

- 

各化学有害

因素预测均

＜OELs 

预测＜OELs 

品质部 

零部件检验工 3 噪声 - - 预测＜OELs 

整机检验工 2 噪声 - - 预测＜OELs 

公辅

工程

单元 

车间/仓

库 
叉车工 2 噪声 - - 预测＜O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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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和消防等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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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拟建项目采用项目建设单位已有的先进成熟生产工艺，自动化、机械化程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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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溶剂汽油、苯乙烯、甲醇、丙酮、丁酮、正丁醇、2-丁氧基乙醇、异丙醇、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
化物、电焊烟尘、砂轮磨尘、其他粉尘（铁及其化合物粉尘、不饱和聚脂树酯、滑石粉、钛白粉等混
合性粉尘）、噪声、高温、紫外辐射（电焊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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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6-1。 

（4）该拟建项目拟采取的采光与照明、通风与空调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5）该拟建项目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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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护性能基本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的规定要求。 
（6）该拟建项目依托企业现有应急救援体系，拟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同时在采纳本报告提出的

补充措施建议后，可以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的要
求。 

（7）该拟建项目依托现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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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符合国家相关职业卫生要求。 

（8）该拟建项目拟设置的厕所及盥洗设施、浴室、更存衣室、休息场所等均基本符合《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9）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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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在设备选型、采购过程中，严把质量关，选用安全、环保、高效、低噪声生产及

辅助设备，从源头控制噪声强度。 
（2）拟建项目应落实本报告所描述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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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设置的化学品库，用于存放切削液、润滑油、液压油、甲醇、腻子、水性漆和碳氢清

洗剂，库房内按要求配设泄险设施、机械通风设施（事故排风设施）、气体检测报警器、喷淋洗眼器、
急救药箱、个人呼吸防护用品等应急救援物资。 

2.1.2个体防护补充措施 
拟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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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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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尘口罩：一般建议更换周期为一个工作班，当感觉呼吸阻力明显增加，或当口罩脏污、破损时，

需整体废弃。 
防噪耳塞：一般建议当泡棉耳塞脏污、变形或破损时立即更换；预成型耳塞清洗消毒后重复使用，

注意预防耳道炎。 
防毒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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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应针对项目运行后可能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类型制定相应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建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配备齐全的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2）项目不断水的冲淋、洗眼设施应尽量选用固定式，确保服务半径（15米内）、水压、流量
能满足应急使用要求。 

2.1.4职业健康监护 
拟建项目应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的要求组织劳动者开展进行上岗前、在岗

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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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

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
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
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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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 158-2003）及“安监总厅安健〔2014〕

111号”文的要求，在新增干式变压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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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应具体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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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拟建项目实际情况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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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每三年开展一次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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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8）项目若采取外包作业，应加强对外包工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与外包单位明确双方的职业
卫生管理职责，对外包工做好岗前职业卫生培训，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制定岗
位操作规程，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2.6其他补充措施及建议（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 核实拟使用的水性漆成分 
2 完善激光切割、热处理和化学品储存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3 细化热处理车间拟采取的防暑降温设施/措施的分析并补充相关建议 
4 补充完善热处理相关区域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拟设置情况的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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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黎勇 助理工程师 2022（P）-01-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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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