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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名称
合肥世纪金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园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世纪金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6英寸 SiC 单晶衬底生产线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近年来，全球半导体产业规模在宏观经济与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呈上升趋势，根据 WSTS 统计，2014 至 2019 年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规模年化

复合增长率为 4.09%。在政策大力支持与下游应用快速繁荣等因素的推动下，

同期我国半导体行业销售额年化复合增长率达到 9.46%，占全球销售额比例

也由 2014 年的 27.32%上升至 2019 年的 35.15%，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

导体消费市场。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概念，内涵为 5G 通讯、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以来，我国加快“新基

建”建设力度，明确新基建涉及“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

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

领域。上述领域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将成为我国新一轮半导

体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为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北京世纪金光半导体有限公司以“自主创新”为己任，专注于战略新型半导

体的研发与生产，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创新性地解决了高纯碳化硅粉料提纯

技术、6 英寸碳化硅单晶制备技术、高压低导通电阻碳化硅 SBD、MOSFET 结

构及工艺设计技术等。目前已完成从碳化硅功能材料生长、功率元器件和模

块制备、行业应用开发和解决方案提供等关键领域的全面布局。“世纪金光”

碳化硅 6英寸单晶已量产：功率器件和模块制备已覆盖额定电压 650-1700V、

额定电流 5-100A 的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SBD），额定电压 650-1200V、额

定电流 20-100A 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50-600A 的

全桥、半桥混合功率模块及全碳化硅功率模块等。在终端应用方面，世纪金

光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成熟应用于电源 PFC、充电桩充电模组、光伏逆变器、

特种电源等领域；基于碳化硅技术的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的技术开发已

经获得重要进展。

为了促进我国上游半导体行业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半导体企业在国际市

场的影响力，为了迎接新机遇，北京世纪金光半导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注册了合肥世纪金芯半导体有限公司，租赁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园 A1

号楼（一层西边（102）和三层西边（302））建设 6英寸 SiC 单晶衬底生产



线项目，项目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由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贸易局备

案，总投资 37129.86 万元，建筑面积为 7216 平方米，建设一条含碳化硅粉

料合成、单晶生长、晶体加工和材料表征为一体的生产线，建成后可形成年

产 3万片 6 英寸碳化硅衬底片的能力。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贸易局

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 予 以 备 案 通 过 （ 项 目 编 码 为

2020-340161-39-03-1010322）。该项目于 2023 年 4 月正式建成投产，企业

劳动定员 82 人，其中车间生产人员 33 人，生产班制以白班制为主，目前实

际产能基本达到设计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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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世纪金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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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有限公司对其 6英寸 SiC 单晶衬底生产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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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肥世纪金芯半导体有限

公司 6英寸 SiC 单晶衬底生产线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并编制

《合肥世纪金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6英寸 SiC 单晶衬底生产线项目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

现场调查人 李康、潘梅 现场调查时间 2023 年 5 月 6 日

检测人员 李康、秦晓梅 检测时间 2023 年 5 月 8 日-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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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璋

影像资料（采样）



影像资料（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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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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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明确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病危害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职业

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操作规程、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应急救援知识、劳动者所享有的职业卫

生权利等内容。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周期。应做好记

录及存档工作，存档内容包括培训通知、教材、试卷、考核成绩等，档案资

料应有专人负责保管。

企业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

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规定：1）建立健全职业

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

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

案资料管理。职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健

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记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

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片与视频材料等。2）主要负

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人和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

少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劳动

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学时，之后每年接受

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3）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

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聘

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健康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

（2）规范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和警示标识。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

害（涉及氨、氢氟酸）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

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

救治措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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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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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书面形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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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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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专职人员定期对洁净厂房作业场所微小气候检测，定期对空调

系统进行消毒清洁，加强水资源管理及消毒处理，防止军团菌造成空气和水

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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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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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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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的劳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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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对接触

职业病危害的新进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对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

的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按要求进行在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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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