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庐江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河路 18 号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绕包线及 5000 吨铜排产品项目（阶段

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用电量的不断增加，电力工业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对

象。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全国城乡电网的改造和实施，变压器、电机、

电器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太阳能、风力水力发电，包括核电站的建立，对

特种绕包类电磁线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产品等级和质量的要求也进一步提

高。

目前，国内的绕包电磁线、导电铜排（包括合金铜排）市场需求量逐年增

加，但是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包括高等级绝缘材料的使用与国际先

进行列尚有不小差距，因此调整产品结构、提升电磁线产品质量，特别是

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特种绕包电磁线制造，是众多电磁线生产厂家的当务

之急。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和大、中型输变电配套市场，发展 F、H 级铜

排，以及专用合金铜排，复合涂层的特种绕包线是电磁线生产的主要方向。

当前国内电解铜产量持续增长，各类高纯铜、合金铜等规模化生产，为本

项目建设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材料保障。据行业统计显示，安徽省内没有生

产高等级特种绕包电磁线和铜排的厂家，本项目建设开发的高品质绕包电

磁线（包含特种烧结类薄膜绕包电磁线）和导电铜排等系列产品，可快速

抢占市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5 日，注册地址位于合肥市庐

江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河路 18 号，注册资金 3000 万人民币，主要经

营铜杆、铜排、铜扁线、铜材产品、绕包线铜材、铜电磁线、铝材产品、

铝电磁线加工、生产、销售。

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投资 11000 万元在庐江高新区建设年产 3000 吨绕

包线及 5000 吨铜排产品项目，该项目于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取得庐江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备案复函（庐发项〔2018〕432 号），项目选址位

于合肥市庐江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河路 18 号，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3791.67 平方米，其中：厂房 28825 平方米，研发大楼 3000 平方米，办

公楼等 1106.67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1.0。本项目产品绕包线、铜排是

以无氧铜杆（坯）为线芯生产出来的电磁绕组成，按导体形状来分有圆线

和扁线两大类。形成年产 3000 吨绕包线及 5000 吨铜排产品的生产能力。



该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为分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为“年产 3000 吨绕包

线”，为厂区 1#车间、2#车间建设内容；二期项目为“年产 5000 吨铜排

产品”，为厂区 3#车间建设内容。目前企业已建成一期项目 1#车间、2#

车间，其生产设备设施于 2022 年 9 月已安装调试，已投入试生产；二期

项目厂房暂未建设，故不在本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范围内；待二期

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建设单位另行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

本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范围为一期项目，即“年产 3000 吨绕包线

项目”，主要包括 1#车间、2#车间以及配套的公辅单元（综合楼、食堂、

配电房）。一期项目于 2022 年 9 月建成并投入试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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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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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科技有限公司对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绕包线及5000吨铜

排产品项目（阶段性）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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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对安徽中威铜业有限

公司年产3000吨绕包线及5000吨铜排产品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

评价，并编制《安徽中威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绕包线及 5000 吨铜排

产品项目（阶段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现场调查人 李 康、李趁心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10 月 30 日

采样人员 陈超、李趁心 现场采样时间
2022年 11月 2日-2022年 11

月 4 日

检测人员 陈超、李趁心 检测时间
2022 年 11 月 2 日--2022 年

11 月 5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王美静

检测照片



评审会照片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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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C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

重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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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组织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培训，且培

训合格取证。

（2）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故未对存在高温危害

因素的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用人单位应于高温季节（每年 7-9

月）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作业场所 WBGT 指数

进行检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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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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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设单位在进行电工作业外协作业，以及设备大中维修、环保设施

清灰/更换滤芯外包作业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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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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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设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

位和个人。存在外包单位或劳务派遣用工的，应当书面明确职业健康管理

责任、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将劳

务派遣用工纳入本单位统一职业健康管理；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

申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

并检查其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1）夏季高温季节应在烧结等存在高温危害因素岗位设置水冷风机进行

岗位局部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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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清灰及活性炭更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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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对需复查人员及时进行复查，完善职业卫

生档案。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的前职业健康检查：1）拟从事接触

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包括转岗到改作业岗位的劳动者；2）

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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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

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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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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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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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2.12.13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一、评价机构编制的《控评报告》评价依据充分、范围明确、方法科

学、内容较全面，结论基本可信，专家组同意《控评报告》通过技术评审。

二、建议

（一）《控评报告》

1、完善《控评报告》阶段性控制效果评价范围；

2、细化生产过程中接触高温、噪声方式的分析；

3、与会专家其他意见一并修改。

（二）建设单位

1、车间作业场所规范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标志；

2、规范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3、加强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三、评价机构按照专家组意见对《控评报告》修改完善，经专家组组

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建设单位应按照上述意见和《控评

报告》提出的建议对问题项进行整改后，经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职

业病防护设施方可通过验收。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汇总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合格情况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检测岗位数 合格岗位数 岗位合格率%

1 噪声 12 12 6 6 100

2 工频电场 1 1 1 1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