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岩棉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安徽省天长市秦栏经济开发区新北循环路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岩棉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岩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坐落于天长市秦栏经济开

发区新北循环路。注册资本 3024 万人民币，总投资 1.2 亿元人名币，总占

地面积 42087 平方米，厂房及辅助用房约 1.8 万平方米。安徽岩棉建筑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部建有 1栋岩棉生产厂房、1栋熔制楼及一座办公

大楼。用人单位主营业务：岩棉保温材料研发、生产及销售。

现场调查人 李康、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3.10.16

采样人员 陈超、李趁心 现场采样时间 2023.10.18-20

检测人员 陈秀丽、江孟琦 检测时间 2023.10.18-10.30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陪同人
陈书彬

建设单位职业卫生

管理机构及联系人
综合部 陈书彬

影像资料（采样）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同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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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内容，

用人单位属于制造业中 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3 砖瓦、石材

等建筑材料制造，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

一、整改性建议

（一）工程技术措施

1、防噪：上料巡检岗位8h噪声等效声级值不符合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的要求；根据作业分级，用人单位应改善工作环境，降

低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设置噪声危害及防护标识，佩戴噪声防

护用品，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采取职业健康监护、定期

作业场所监测等措施；采取纠正和管理行动，降低劳动者实际接

触水平。降低石料落料高度差；正常生产中减少劳动者进入作业

区域接触噪声时间及频次；短时间巡视作业，需做好个体防护措

施（正确佩戴护耳器）。

2、用人单位应改善作业岩棉板生产车间、熔制楼等作业场

所的车间照明条件，确保用人单位生产厂房内采光照度符合国家

标准。

（二）组织管理措施

1、及时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员参加职业健

康培训工作，且培训合格取证。

2、本次评价工作结束后，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办法》的要求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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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用人单位应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完善用人单位职业卫生

档案，专人管理维护，定期进行补充完善职业健康监护答案。



5、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

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三）职业健康监护

（1）用人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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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作业的劳动者，应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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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组织

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体检率应达到100%；

体检项目应齐全；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如实告知劳动者。根据每年

的检查结果不断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对体检异常人员严格按

照体检机构给出的建议进行相关处置；

（3）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应根据各工种接触的危害因素

种类进行相应项目的检查，对接触不止一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

人，体检项目应包括其接触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体检项目应

齐全。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12.28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一、《现状评价报告》评价依据充分、范围明确、内容全面、评价方法

科学、结论可信。专家组同意《现状评价报告》通过技术评审。

二、建议



（一）用人单位

1.适时改进噪声、粉尘岗位防护设施。

2.定期对地面、设备、管道积尘进行清理。

3.规范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和个体防护用品佩戴。

4.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对需复查人员及时组织复查。

5.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加强职业健康培训。

（二）评价机构

1.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与评价，细化检测结果分析。

2.完善工作日写实、接害人员和接触方式调查与分析。

3.细化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分析与评价。

4.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分析与评价。

5.细化整改性建议内容。

6.与会专家提出其他意见一并修改。

用人单位应按照上述专家组意见和《现状评价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

整改，完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评价机构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修改完

善《现状评价报告》，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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