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墨研涡旋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高新区创新大道 96 号联创高新产业园 2 号标准化厂房

合肥墨研涡旋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台新能源汽车电动涡旋压缩机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汽车与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等领域有关技术加速融合，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成为汽车产

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和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

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带动能源、交通、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改造升级，

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交通体系和城市运行智能化水平提升，对建设清

洁美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世界主要汽车

大国纷纷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跨国汽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

善产业布局，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促进

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逐渐提高，我国汽车需

求量逐年增长，合肥墨研涡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涡

旋压缩机生产企业，其市场规模在近几年得到了巨大的扩张，因此企业投

资建设年产50万台新能源汽车电动涡旋压缩机项目。项目实施后，可使公

司的生产面积得到显著提升，为未来五年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可靠的

保障，将有利于扩大公司产品生产能力，保障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

机行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合肥墨研涡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成立于2018年3月27

日，是由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公司的产品横向拓展项目组设立，现为波林

股份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从事涡旋压缩机和涡旋盘及系统组件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定位新能源汽车空调电动涡旋压缩机中高端市场。

为满足市场需求，合肥墨研涡旋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合肥高新区创新大

道96号联创高新产业园2号标准化厂房，投资12000万元，建设年产50万台

新能源汽车电动涡旋压缩机项目。项目租赁标准化厂房总建筑面积6450

平方米，新增先进的生产加工及检验检测设备，形成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电

动涡旋压缩机生产体系，设计产能为年产50万台新能源汽车电动涡旋压缩

机，项目建设周期为2021年8月至2022年7月。该项目已于2021年10月22

日获得合肥高新区经贸局备案，项目代码：2110-340161-04-01-869279。

该项目于2022年3月建成已投产， 目前实际产能达到设计产能。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标

准，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合肥墨研涡旋科技



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委托安徽诚

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对合肥墨研涡旋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台新能

源汽车电动涡旋压缩机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卢 康、汪佳芳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4 月 20 日

陈超、梅丽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4 月 22 日-4 月 24 日

江孟琦 检测时间 2022.4.22-2022.4.26

王德驹

影像资料 (评审)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 (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 规定的

要求，建设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类制造业(二十二)C34 通用设备制



造业-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 建

设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设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 (设施) 均正常运行，所采取

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设施) 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建设单位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确保各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落实的情况下，本项目基本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 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工

作且培训合格、取证。

(2) 随着该项目的运行，应根据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对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3)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 (原安监总厅安

健〔2013〕171 号) 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

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4) 建设单位在进行外协作业 (表面化学镀镍/阳极氧化) 时，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外包给具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

单位；并在外包合同中注明外包工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应采取

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以及用人单位与外包单位应承担的责

任与义务等。并要求外包单位采取措施达到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

11.2 工程技术措施

(1) 机加车间粗加工 (加工中心) 、半精加工 (加工中心) 岗位接

触噪声 8h 等效连续 A 声级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属于轻度危

害级别。建议建设单位加强作业场所防噪措施设置与管理，加固产噪设备

减振基座，同时结合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等综合防噪措施；确保作业场所噪

声强度符合职业卫生接触限值要求。

(2) 建设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

常性的维护保养、定期清灰，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

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1) 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试生产前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

检机构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正常生产

后，对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的工人按要求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性

事故时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查。确保职业健康体检率达 100%。

(2) 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

籍贯、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等。

(3) 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类别、具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的要求确定。

11.4 个人防护措施

(1) 建设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放、

领用台帐并存档；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防护

效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

(2) 建设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

工作，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品

佩戴情况；确保作业场所劳动者个人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率达 100%。

(3)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维修、清灰作业人员个人防

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

2022.5.20

专家组同意《控评报告》通过评审。建设单位应按照上述和《控评报

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经建设单位负责人确认后，职业病防护设施通

过验收。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控评

报告》，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合格情况一览表

1 噪声 21 18 18 15 83.3%

2 粉尘 1 1 1 1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