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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涞源县奥宇钢铁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奥宇钢铁有限公司位于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 建设单位联系人 关科长

项目名称 涞源县奥宇钢铁有限公司高炉煤气发电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1台煤气锅炉及燃烧系统及汽水系统。1台汽轮发电机组系统。1套循环冷却水系统。包括循环水泵房内的所有设备及管

道，如循环水泵房、机械通风冷却塔、循环水泵，循环水泵房至汽机间冷却水管道也在本工程范围内，工业水水源接自奥宇

钢铁原有工业水系统；1套化学补充水系统。上述所有煤气发电系统的电气及控制系统。包括本期发电接入原烧结电气系统的

10kV高压系统。控制系统包括煤气锅炉、循环水泵房、汽机间系统等的控制；发电系统所属的土建工程，包括汽机间、锅炉

基础、循环水管道基础、厂区综合管架、鼓风机、引风机和锅炉给水泵等设备基础；锅炉至汽轮机房的蒸汽、水管道，汽轮

机房至冷却塔的水管道，以及其它在红线以内的管道。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关科长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

化学因素：其他粉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氧化钙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病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化学因素检测结果

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病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1. 职业病危害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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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的分类规定，该项目为火力发电生产项目。结合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

严重的建设项目。

2. 单项评价结论

（1）拟建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2）拟建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氧化钙、噪声、高温及工频电场。在劳

动者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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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建项目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较为齐全，防毒设施、防噪声设施、防工频电场设施等符合职业病防护设施相关

设计标准。

（4）拟建项目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拟建项目职业卫生管理情况基本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6）拟建项目设置了应急救援机构，机构人员分工明确。配备有应急救援设施，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符合职业卫生标

准要求。

（7）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经费概算包括设备购置概算及职业卫生检测评价费用概算。但缺少应急救援设施、个体防护

用品、职业卫生培训等概算。

3. 总体评价结论

拟建项目在后续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只要遵循国家关于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同时按可行性研究

报告及本预评价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加以完善，将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则

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因此，从职业病防治角度分析，

拟建项目可行

建议：

1. 防毒补充措施

在煤气易泄露区域设置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报警器应略高于泄漏点，预报警值可设置为 15mg/m3,报警值可设置为

30mg/m3,并为相关运行人员佩戴便携式一氧化碳监测仪。

2. 防噪措施

拟建项目汽轮发电机噪声值较大，建议中控室的选择地点尽量远离汽轮发电机，如果必须要紧邻汽轮发电机，中控室必须

采取有效的隔声措施，室内噪声值不得大于 75dB（A）。
3. 个体防护用品补充措施

明确化水运行工及脱硫工配备的手套及防护服的防酸碱功能；化学分析室实验员应配备防酸碱的手套及防护服。

4.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 建设项目建成后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应急救援柜，柜内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急救箱等，并设置明显标识，定期

进行维护与检查。

（2） 在氧化钙配料区、化学分析实验室合适位置设置冲淋、洗眼设施，保证其服务半径小于 15m。



第 3页 共 4页
YP15004

（3）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装置应安装在易泄漏区，预报值可设置为 15mg/m3，报警值可设置为 30mg/m3。可能泄漏一

氧化碳的车间事故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15次/h。
5. 建筑卫生学补充措施

中控室不宜选在高噪声设备或锅炉附近，噪声值设计应小于 75dB（A）；新风量设计应保证人均新风量≥30m3/h。
6. 辅助用室补充措施

根据车间卫生特征等级（3级），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的相关要求，设置辅助用室，包括浴室、

更/存衣室、盥洗室、卫生间等。

7.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 加强对抢维修作业人员有关职业健康的教育和培训，增强职业健康知识，尤其在进入煤气锅炉维修作业时，进行

前先加强局部通风和自然放散，在含氧量充足的情况下进入，并监督抢维修作业人员做好个体防护。

（2） 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概算不全，补充应急救援设施、警示标识、个体防护用品等经费概算。

8. 建设施工过程的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按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GBZ/T 211-2008）从以下两方面采取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制定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规定，在产尘、产毒点、噪声区域配备相应的通风除尘降噪设施和警示标识；施工

单位员工的进行健康体检；对各工种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防护效果等。

（2）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协议》，并定期对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职业卫生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供现场施工作业人员施工前后查体情况汇表，查体项目须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技术审核专家组评审意见 1. 完善评价范围

2. 补充相关的评价依据及报告附件。

3. 按照评价导则的要求调整评价报告。

4. 完善建设单位的情况介绍，特别是与本项目有关的管理情况介绍。

5. 完善本项目周边环境的调查，补充项目所在厂区位置介绍、项目与周边之间职业病危害的相互影响分析；

6. 补充主控室位置及采取的预防职业病危害措施的调查。

7. 补充涉及物料的化学名称、主要成分、含量及储存情况介绍。

8. 补充设备一览表及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

9. 完善化学水处理、烟气脱硫工艺、涉及使用物料及作业方式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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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补充需要进行应急救援岗位分析。

11. 补充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置、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设置、通风换气次数及排风设施设置位置、采取的对策

措施及建议。

12. 补充项目立项文件、检测单位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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