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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龙岩市天山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曹溪街道办崎濑村小娘坑西边 建设单位联系人 刘工 

项目名称 龙岩市天山矿业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 

项目简介 龙岩市天山矿业有限公司矿区位于龙岩市新罗区方位 140°，直线距离约 13 公里，地处新罗区曹溪镇崎濑村小娘坑的西边，有 3 公里

的矿山公路直达 319 国道，可通行各类车辆，交通运输方便。 

本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前身为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崎濑石灰石矿（540 硐）和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崎濑石灰石矿（605 硐）。2007

年 1 月经龙岩市工商局核准登记，由矿变更为有限公司，系民营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 2500 万元，矿山资产 5000 万元。 

2009 年资源整合后，矿区面积达 2.3 平方公里，铁矿石储量为 302.6 万吨、石灰石储量为 1296.2 万吨。证照齐全，手续完整，是新罗

区重点矿山企业。公司主要从事马坑铁矿东块段的铁矿、石灰石的开采。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拓方式为平硐盲斜井（斜坡道）

联合开拓，主要开采铁矿、石灰石，矿井建设有提升、排水、供电、通风、运输、压风等生产系统。 

目前矿山 118 人，管理技术力量较为雄厚，有大中专毕业生 18 人，专业技术职称 13 人（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6 人，初级职称 6

人），专职安全员 12 人。公司机械化程度高，现有铲车 5 部，挖掘机 1 部，运输汽车及农用车 18 部。 

现场调查人员 段红民 现场调查时间 2016 年 8 月 12 日 

现场检测人员 段红民、王瑶、韩波、逮建勇、汪鹏 现场检测时间 2016/9/11-2016/9/13 

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该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矽尘、石灰石粉尘、噪声、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氨、柴油、手传振动、全身振动、

工频电场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结果 

铁矿石采场评价单元的铁矿石运输工、3051 采场采掘工、3601 采场采掘工以及生产服务评价单元的机电维修工、石灰石采场评价单

元的装载机司机等岗位所接触的个体呼吸性粉尘浓度超标；铁矿石采场评价单元 3051 采场打眼作业处、3601 采场打眼作业处等作业

场所的总粉尘浓度超标；铁矿石采场的采掘工和石灰石采场的采掘工等工种所接触的 8 小时等效声级超标。其他因素不超标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1 分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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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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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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 

铁矿石采场评价单元的铁矿石运输工、3051 采场采掘

工、3601 采场采掘工以及生产服务评价单元的机电维

修工、石灰石采场评价单元的装载机司机等岗位所接

触的个体呼吸性粉尘浓度超标；铁矿石采场评价单元

3051 采场打眼作业处、3601 采场打眼作业处等作业场

所的总粉尘浓度超标；铁矿石采场的采掘工和石灰石

采场的采掘工等工种所接触的 8 小时等效声级超标。 

5.职业病防护设施 基本符合 

铁矿石采场打眼作业处存在粉尘超标的情况，但未配

套防尘设备；本矿存在主平硐、305 水泵房风速偏小的

问题，不能有效驱除粉尘等有害因素；矿井在采场的

因断面加大，风速偏小，导致除尘能力不足。 

6.应急救援设施 不符合 
本矿未配臵防毒器具；矿井设臵的固定式 CO 传感器

数量少。 

7.职业健康监护 不符合 

未按照规定对全部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员进行职业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项目缺少噪声、一氧化碳、氨、

氮氧化物等危害因素；未按照规定对离岗检查出的疑

似尘肺病进行排查。 

8.个人防护用品 不符合 未建立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 

9.辅助用室 符合 - 

10.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符合 - 

11.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符合 - 

12.职业病危害告知 不符合 未设臵职业病危害公示栏、告知卡和警示标识 

13.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 

 

2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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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该项目的类别应该为采矿业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中

的铁矿采选；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确定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严重的建设项目。 

对策措施与建议： 

1 对策措施 

（1）本矿要加强防尘防治管理工作，做到以下几点：1）进行通风系统调整，确保主要巷道风

速，保证采场供风量，杜绝微风巷道、作业场所，优化采场风流，加大作业人员高度内的风流速度，

提高通风除尘效果；2）严格执行湿式作业，做到先洒水后铲运；3）进行采掘工艺改进，提高打眼

做业的自动化水平，实现打眼作业遥控操作；4）有条件时为打眼作业配套局部除尘装臵。 

（2）本单位在噪声管理方面做到以下几点：1）加大采掘工操作距离；2）有条件时，进行工艺

改进，使用低噪声打眼设备；3）根据情况调整作业时间，减少噪声接触时间。 

（3）配臵防毒器具等应急救援装臵。 

（4）为全部采场配臵固定式 CO 传感器。 

（5）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的规定，对全部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员

进行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应包括粉尘、噪声、一氧化碳、氨、氮氧化物等危害因素；对

离岗检查出的疑似尘肺病进行排查。 

（6）建立防护用品发放标准，明确个体防护用品的型号及发放对象、发放周期和更换标准。 

（7）在休息室设臵清洁饮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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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编制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9）建立《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和年度专项经费计划，做到专款专用。 

（10）设臵职业病危害公告栏、警示标识和告知卡。 

（11）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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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12）及时安排企业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管理资格培训工作。 

（13）根据各岗位的特点，编制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14）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演练。 

（15）根据规定落实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2 建议 

（1）委托有资质单位每年开展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2）依据相关规定，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