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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江西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安远中寨玄武岩年产 30万吨采石场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教堂村 建设单位联系人 唐主任

项目名称 江西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安远中寨玄武岩年产 30万吨采石场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江西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安远中寨玄武岩采石场矿区面积为 0.4355km2，开采深度为+800m～+550m，生产规模为 30万吨/
年，石粉、13mm 矿石、18mm矿石、12mm矿石、0.5mm矿石职工人数为 24人，其中生产工人 16人，其他人员 8人，主

要有生产系统（剥离单元、凿岩单元、爆破单元、运输单元、破碎筛分及储存单元）、辅助生产系统（维修单元、空压单元、

供水单元、供电单元）和公用设施（地面联合建筑）。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 现场调查时间 2015年 7现 2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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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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安远

中寨玄武岩年产 30万吨采石场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结论如下：

（1）江西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安远中寨玄武岩采石场工业场地布置满足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做到了布置紧凑、合理分区，符

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的要求。

（2）拟选用的生产工艺较为先进，自动化控制水平较高，设备布局紧凑，层次分明，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的要求。

（3）该拟建项目在正常投产后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粉尘、噪声,还包括二氧化氮、臭氧、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

高温、工频电场、电焊弧光。

接触粉尘浓度可能超标的岗位：打眼放炮工、破碎筛分巡检工；

粉尘浓度可能超标的地点：筛分破碎的给料口旁、采场的打眼操作位；

接触噪声可能超标的岗位：给料工、破碎筛分巡检工、破碎筛分铲车司机、打眼放炮工；

噪声强度可能超标的地点：给料机旁、破碎筛分铲车司机驾驶室、打眼操作位。

（4）拟建项目设计中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相应防尘、防毒、防噪声措施,按照相应的补充措施进一步完善后,生产过程和作业

环境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应能得到较好的控制。

（5）拟根据工人所在岗位特点，对接触粉尘、化学有害因素、噪声的工种按照补充措施的要求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在做到按时发放的情况下可以满足要求。

（6）生产区内拟设休息间、职工宿舍、厕所等卫生辅助用室，辅助用室配备的数量及条件及通风及照明措施基本满足《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要求。

（7）拟建项目的应急救援机构设置、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及所配置的应急救援设施基本符合要求。

（8）拟建项目设立有专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并建立了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在切实执行的情况

下基本满足要求。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该项目属于土砂石开采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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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土砂石开采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结合对拟建项目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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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价认为生产过程中可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噪声与粉尘，因此在施工及正常生产中，必须根据国家现行相关的

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要求，高度重视对职业病危害的控制，切实落实设计报告中拟采取的各项职业病危害控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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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同时结合本评价报告书提出的补充措施进一步完善设计，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确保职业卫生专项资金的投入，将

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后，各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范围和接触水平能够满足国

家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补充措施及建议：补充措施及建议

职业病危害防护补充措施

防尘措施补充

（1）在转载点加设防尘罩或局部除尘器，减少在转载过程中扬尘的产生；

（2）尽量减少转载点的落差，减少扬尘产生；

（3）应做好运行车辆驾驶室的密封工作，防止扬尘进入驾驶室；

（4）做好路面洒水降尘工作、减少路面扬尘的产生，增加矿区内绿化面积；

（5）限制车辆行驶速度，防止扩大扬尘；

（6）对损坏路面及时修整，防止积尘扬起；

（7）定期对工作场所粉尘浓度进行检测并做好记录，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

（8）打眼时配备相应的除尘器。

防毒措施补充

（1）电焊作业应在通风状况良好的空间内进行，防止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积聚，进而引发急性中毒事故；

（2）电焊作业过程工人应按照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的要求佩戴防毒口罩和防护面罩；

（3）爆破作业应在炮烟充分排出后进入采场，防止中毒事故的发生。

防暑降温措施补充

（1）夏季提供绿凉茶、淡盐水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饮料；

（2）对于夏季露天作业工种适当缩短作业时间；

（3）在操作室和办公室安装空调，调节温湿度。

防工频电场措施补充

（1）千伏级电气设备主回路操作时，戴绝缘手套或穿电工专用绝缘靴。

（2）配电室配备有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杆等设备。

（3）变电器周围设围栏，配电室铺设绝缘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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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噪措施补充

（1）办公室和操作室的门窗应安装双层隔声玻璃，墙面铺装消声吸声材料，降低办公室和操作室内的噪声；

（2）加强破碎机、皮带输送机等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检修，保障其正常运行。

综合性措施补充

（1）由于考虑该露天采石场有时可能夜间或者阴天情况下进行生产，应在筛分破碎站场地加设广照型灯具，防止作业产生

视觉疲劳，同时防止因视线不好而引发安全事故。

（2）可研中未提及浴室的设置情况，项目所在地距离市区较远，应加设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浴室，保障工人日常使用

（3）补充电焊作业可能产生的锰中毒的应急救援预案并配备相应的救援器材；

（4）补充夏季作业可能产生的中暑的应急救援预案；

（5）补充爆破作业中产生的炮烟及其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可能引发的应急救援预案；

（6）对各种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加强演练，保证事故发生后及时响应；

（7）打眼放炮工、装载机司机、挖掘机司机和筛分破碎站的巡检工在保证安全作业的情况下应佩戴耳塞；

（8）在企业投产后及试运行期间在采场和筛分破碎站的给料机、振动筛等高噪声作业地点的醒目区域设置粉尘和噪声的中

文警示说明及注意穿工作服、佩戴耳塞、防尘口罩及安全帽等警示标示；

（9）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GB/T 29510-2013）、《呼吸防护

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2002）、《护听器的选择指南》（GB/T 23466-2009）等规范、指南为各岗位工种均需

佩戴安全帽、工作服、工作鞋、线手套。此外根据不同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还应配备其他个体防护用品，其具体

如下。

接触噪声的作业岗位：给料工、破碎筛分巡检工、破碎筛分铲车司机、打眼放炮工。以上岗位应配发防护耳塞（建议配发

3M 1110，其 SNR值为 31dB，发放周期建议每周更换一次）；

接触粉尘浓度较高岗位：打眼放炮工、破碎筛分巡检工。以上岗位应配发防尘口罩(建议配发 3M 9002V型，其 APF值为 10，
发放周期建议每班更换一次)；
电焊维修岗位岗位：配备防尘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防护服、防护手套、防护鞋等。

（10）在企业投产及试运行期间每年应进行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保障职业卫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11）委托具有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机构做好员工的岗前体检，在试运行及正常生产期间委托有相应职业健康查体资质的

单位按时组织查体工作，建立并完善公司员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接触其他粉尘和噪声的体检内同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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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施工过程的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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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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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工单位和外包单位应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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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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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编制施工期间的职业卫生管理情况总结报告。

建议

（1）按本报告提出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补充措施，及时对本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由于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根据本报告内容编制职业卫生设计专篇。

（3）不断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确保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贯彻落实，持续优化改进职业病防护设施，保护劳动者

身体健康，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4）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应在试运行 6个月内进行。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评价单位具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颁发的资质证书，证书编号：（国）安职技字（2013）第 A-0061号，有效期到 2016
年 6月 6日，报告书基本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要求》（ZW-JB-2014 -004）的内容编制。评价单元划分、

评价方法基本合理，对项目的预防控制职业病危害提出的防护措施基本可行。

本具，及、病位职业生职业 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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