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天津双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

置

天津市西青区中部镇营建支路夏

利存车场对面

建设单位联系人 孟工

项目名称 天津双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天津双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部镇营建支路夏利存车场对面，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1 日，为中日合资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650 万美元，主要客户为一汽丰田、长

春丰越等。

公司占地面积 60000m
2
，建筑面积 23000m

2
，从业人员 500 多人。主要产品为汽车配件，

包括：前桥、油管、邮箱、后桥、仪表板、排气歧管、支柱等，主要生产设备为冲压设备、

熔接设备和涂装设备。

现场调查人员 张锁雷 现场调查时间 2015 年 7 月 14 日

现场检测人员 张锁雷、刘虹宇、冯若晨 现场检测时间 2015年 7月 14日~7月 17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孟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

物理因素：噪声、紫外辐射、工频电场、照度

化学因素：二氧化氮、铜烟、氧化锌、锰及其化合物、电焊烟尘、一氧化

碳、乙酸、乙二醇、苯、甲苯、二甲苯、硫化氢、其他粉尘、砂轮磨尘、

玻璃棉粉尘、氢氧化钾。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仅噪声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其余职业病危害因素均小于接触限值，符合

相关标准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对本建

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结论如下：

序号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 总体布局 符合 -

2 设备布局 符合 -

3 建筑卫生学 符合 -

4 职业病危害因素 基本符合
制造一部、制造二部所有噪声岗位超标、特别是涂装攻牙

40h 等效声级达到 108dB（A）

5 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

6 应急救援设施 符合 -

7 职业健康监护 基本符合

制造二部所用焊丝为铜焊丝，不需进行锰及其化合物职业

健康监护；没有对制造二部员工进行噪声职业健康检查；

没有对所有焊工进行粉尘（二氧化碳焊工、弧焊工接触电

焊烟尘、电阻焊焊工接触其他粉尘）、氧化锌的职业健康

检查；没有对二氧化碳焊工、弧焊工进行氮氧化物的职业

健康检查。



8 个人防护用品 基本符合 没有为制造二部配发防噪耳塞

9 辅助用室 符合 -

10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符合 -

11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符合 -

12 职业危害告知 符合 -

13 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

14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不符合 正在申报，未取得申报回执

15
既往职业卫生评价建议

落实情况
- 首次评价

公司行业分类为汽车制造业。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的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毒理学特征、浓度(强度)、潜在危险性、接触人数、频度、时间、职业病危害防

护措施和发生职业病的危(风)险程度，确定其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较重。

建议：

（1）资金、技术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冲压全部采用自动冲压线，冲压设备全

密闭作业，降低噪声对工作人员的影响。

（2）为制造二部熔接工、涂装工等配发防噪耳塞。现制造一部冲压工配发的耳塞防

护性能可以满足要求，但对于涂装攻牙岗配发的耳塞 SNR 值至少要达到 38dB（A）。建议涂

装攻牙在技术、资金允许的条件下采取机械化、自动化、密闭化，降低噪声对工人的影响。

如果条件不允许建议公司降低工作时间，安排不同工人分时段作业。

（3）对制造二部员工进行噪声职业健康检查；对所有焊工进行粉尘（二氧化碳焊工

为电焊烟尘、其他焊工为其他粉尘）、氧化锌的职业健康检查；对二氧化碳焊工、弧焊工进

行氮氧化物的职业健康检查。

（4）按照《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管理制度》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职业病因素日常

监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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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6）建议增设厂区增设浴室，车间各股休息区增加隔声措施，噪声值小于 75dB（A）；

（7）根据本报告表 13-1 增设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8）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1〕



第 52 号)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制定《天津双

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中应明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治的目标，并从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监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个人防护用品、职业病防护设

施及职业病防治经费等方面制定了实施方案。

技术审核专家组评审意见：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