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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天津市西青区 建设单位联系人 陈立 

项目名称 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海阳生产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项目简介 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根据中核控制的企业发展战略，保证中核集团核电、核设施在国内及国际

两个市场的竞争能力、满足国防建设需求，急需提高中核控制的核探测器及其相关产品生产和研发的技术

装备水平，建设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条件，配备良好的真空卫生设备、高真空或超高真空获得设备、多种

稀有高精度材料、先进的测试设备等。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海阳生产基地二期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拟建项目）于 2014 年 8 月经中核核工业集团公司批准，核准批复为：中核规发〔2014〕825 号。拟建项

目生产规模：核电堆用探测器（堆外气体探测器生产线和堆芯探测器生产线）的产能约为 4 机组/年；DCS

集成生产线产能为 2 百万级机组。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 现场调查时间 2016-6-16 

现场检测人员 向鹏、徐欣欣、侯文志 现场检测时间 2016-6-21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军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性粉尘（电焊烟尘）； 

物理因素（噪声、紫外辐射）； 

化学有害因素（盐酸、丙酮、镍及其化合物、铜及其化合物、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该类比项目检测电焊烟尘的总粉尘浓度检测结果见表 3-6、表 3-7。 

表 3-6  总粉尘浓度个体采样检测结果 

评价单元 子单元 工种/岗位 
粉尘 

性质 

检测结果

CTWA(mg/m
3
) 

PC-TWA 

(mg/m
3
) 

结果 

判定 

核探测器生产区 气体探测器 氩弧焊焊工 电焊烟尘 1.67 4 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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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总粉尘浓度定点采样检测结果 

评价 

单元 

工种/ 

岗位 
采样地点 粉尘种类 

检测范围

(mg/m
3
) 

超限倍数（倍） 限值（倍） 判定 

核探测器生

产区 

气体电离探测器

焊工 

氩弧焊机旁 电焊烟尘 0.70 0.18 2 不超标 

高频焊机操作位 电焊烟尘 0.57~0.63 0.16 2 不超标 

核探测器生

产区 

气体电离探测器

焊工 
点焊机操作位 电焊烟尘 1.23 0.31 2 不超标 

该类比企业粉尘危害主要集中在气体电离探测器焊接等作业场所。从检测结果可见，检

测各岗位接触的粉尘浓度均符合 GBZ 2.1-2007 要求。 

化学因素检测结果与分析 

该类比对核探测器焊接过程接触的二氧化氮、臭氧、镍及其化合物、铜及其化合物、一

氧化碳，清洗过程中接触的盐酸、丙酮等进行了检测。检测期间生产正常，通风设施运转良

好，其检测结果见表 3-8~3-14。 

表 3-8  镍及其化合物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检测浓度 

(mg/m
3
) 

最大超限倍数 

(倍) 

超限倍数

（倍） 

CTWA 

(mg/m
3
) 

PC-TWA 

(m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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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焊机焊工 点焊机操作位 0.015 0.02 2.5 0.008 1 不超标 

表 3-9  铜及其化合物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检测浓度 

(mg/m
3
) 

最大超限倍数 

(倍) 

超限倍数

（倍） 

CTWA 

(mg/m
3
) 

PC-TWA 

(mg/m
3
) 

核探测器焊工 高频焊机旁 0.058 0.3 3 0.01 0.2 不超标 

表 3-10  二氧化氮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CSTEL 

(mg/m
3
) 

PC-STEL 

(mg/m
3
) 

CTWA 

(mg/m
3
) 

PC-TWA 

(mg/m
3
) 

氩弧焊操作工 氩弧焊机旁 
0.07 10 

0.03 5 不超标 
0.07 10 

高频焊机操作工 高频焊机旁 0.06 10 0.02 5 不超标 

激光焊机操作工 激光焊机旁 0.06 10 0.004 5 不超标 

表 3-11  臭氧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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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C 

(mg/m
3)

 

MAC 

(mg/m
3
) 

氩弧焊操作工 氩弧焊机旁 
0.23 0.3 不超标 

0.23 0.3 不超标 

高频焊机操作工 高频焊机旁 0.22 0.3 不超标 

激光焊机操作工 激光焊机旁 0.21 0.3 不超标 

表 3-12  盐酸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CMAC 

(mg/m
3)

 

MAC 

(mg/m
3
) 

清洗间清洗工 超声清洗操作位 
<0.27 7.5 不超标 

<0.27 7.5 不超标 

表 3-13  一氧化碳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CSTEL 

(mg/m
3
) 

PC-STEL 

(mg/m
3
) 

CTWA 

(mg/m
3
) 

PC-TWA 

(mg/m
3
) 

核探测器焊接工 混气 0.2 30 0.004 20 不超标 

表 3-14  丙酮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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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CSTEL 

(mg/m
3
) 

PC-STEL 

(mg/m
3
) 

CTWA 

(mg/m
3
) 

PC-TWA 

(mg/m
3
) 

清洗工 清洗操作台 
112.4 450 

14.8 300 不超标 
124.0 450 

检测结果表明，检测的化学毒物检测结果均符合 GBZ 2.1-2007 的要求。 

类比企业核探测器生产区的各工作场所进行了噪声测定。噪声个体检测结果见表 3-15。 

 

表 3-15 噪声个体检测结果 

评价单元 工种/岗位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8 小时等效声级 dB(A) dB(A) 

核探测器生产区 
清洗工 60.3 85 不超标 

氩弧焊工 64.2 85 不超标 

检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各岗位接触的噪声强度均符合 GBZ 2.2-2007 要求。 

本评价单位对核探测器生产区各工作场所所接触的紫外辐射进行了测定。检测结果见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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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紫外辐射复测结果 

评价单元 工种/岗位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 

评定 Eeff  (μW/cm
2
) （μW/cm

2
） 

核探测器生产区 氩弧焊 0.0 0.24 超标 

检测结果表明，该类比企业氩弧焊工面罩内接触的紫外辐射强度符合 GBZ 2.2-2007 要

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拟建项目属于专用仪器仪表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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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仪器仪表制造业分类为职业病危

害一般的行业，结合对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

析，拟建项目判定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分项结论 

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见表 14-1。 

表 14-1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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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 总体布局 符合 

2 建筑卫生学 
不符合（在采取本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后能符合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3 生产工艺与设备布局 符合 

4 辅助用室 
不符合（在采取本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后能符合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5 职业卫生管理 
不符合（在采取本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后能符合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6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 不符合（拟设置且专款专用，但未明确其具体内容） 

7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措施 

拟建项目拟采取防毒防噪等防护设施及措施，以上防护

设施及措施设置基本合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但应根据补充措施进一步完善。 

8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 
拟建项目个体防护用品应根据补充措施补充完善。 

9 应急救援 
不符合（拟建项目应急救援设施应根据补充措施补充完

善。）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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