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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新余铁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

置 
江西省分宜县湖泽镇境

内 

建设单位联系

人 

陈坝根 

项目名称 新余铁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新余铁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铁坑铁矿，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勘

探与开采的。于 1960 年元月建矿，隶属于江西省冶金厅矿山公司。同年五月，

矿山公司和南昌钢铁公司合并，1963 年 3 月南昌钢铁公司下马，铁坑铁矿又

转归萍乡钢铁厂管辖，1991 年新余钢铁厂、江西钢铁厂、铁坑铁矿三家单位

合并组建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新余铁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五号勘探线为界分东、西两区，从 1960 年开始

建设开采，目前铁坑矿只有一个露天作业坑-4#坑，台阶段高 12 米。铁坑矿

项目总投资 111497 万元，褐铁精矿产量 35 万吨左右，目前在册员工 362 人。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 现场调查时间 2016.5.23 

现场检测人员 牛胜利、段红民、逯建勇 现场检测时间 2016.6.1~6.3 

建设单位陪同人 陈坝根 

项目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 

粉尘中包括矽尘。主要是由原矿剥离、凿岩爆破、铲装运输、原矿破碎与运

输及磨碎过程中产生； 

化学有害因素主要有: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

氮、盐酸。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氮主要是由露天矿爆破作业过程中

炸药爆炸的过程中产生。盐酸主要是在实验室作为实验试剂使用，在生产过

程中不使用。 

物理因素主要有噪声、高温、手传振动、全身振动。噪声主要为原矿剥离、

凿岩爆破、铲装运输、原矿破碎与运输及磨碎过程中的车辆运输、磨机运行

产生的机械噪声。同时由于露天矿、排土场等多为露天作业，在 7 、8 月份

太阳直射温度较高，因此露天作业的工人会接触高温。在剥离和采矿过程中，

打眼和大块岩石破碎可能会用到手持式钻机，在开采过程手持钻机作业岗位

会接触手传振动。在自卸车、挖机和装载机运行过程中，驾驶人员会接触全

身振动。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表 5-11 个体呼吸性粉尘浓度检测结果显示: 露天采场+157 台阶下矿挖机司

机、原矿破碎车间破碎巡检工、选矿车间给矿岗、皮带工、一段球磨岗、自

磨岗、再磨磁选岗所接触的呼吸性粉尘 8 小时时间加权浓度不符合《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其余岗位所接触的个体呼吸性粉尘浓度符合要求。 

表 5-12 定点总粉尘浓度检测结果见显示: 下矿挖机驾驶室、原矿破碎车间破

碎机观察口旁、选矿车间自磨机旁、再磨机旁的定点总粉尘浓度不符合《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

求，其余地点的定点总粉尘浓度符合要求。 

个体噪声检测结果显示: 露天采场+157 台阶下矿挖机司机、原矿破碎车间破

碎巡检工、选矿车间皮带工、选矿车间自磨岗、选矿车间一段球磨岗所接触

的 40 小时等效声级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

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表明，该公司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和噪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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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效果评价，结论如下： 

（1）建设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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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建设项目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有防尘设施、防噪声设施按照整改建

议落实完善后较为齐全，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3）建设项目的应急救援设施布置不完善，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4）该建设项目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该建设项目职业卫生管理情况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6）用人单位为各接触粉尘的岗位配发的防尘口罩为特大十二层普通纱布口

罩，其设置不符合要求，应按照补充措施整改。 

（7）该建设项目有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8）该矿职业健康监护基本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二、整改性建议 

（1）用人单位为各接触粉尘的岗位配发的防尘口罩为特大十二层普通纱布口

罩，由新余博大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该企业无个人防护用品的生产资质，因

此个人防护用品的管理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建议购买并发放除尘效

率≥90%的防尘口罩，其生产厂家必须具相应的生产资质及许可证书、产品合

格证，在生产过程中应监督工人佩戴。 

（2）露天采场+157 台阶的下矿挖机司机、原矿破碎车间破碎巡检工、选矿车

间的皮带工和给矿岗属于Ⅰ级轻度危害粉尘作业，对于以上生产车间应加强

通风并加强设备维护，在球磨机、自磨机、原矿破碎机和磁选机处设置有效

的除尘装置，在原矿运输皮带的转载点设置喷雾降尘装置，加强露天采场及

道路的洒水，避免扬尘的产生，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劳动者实际粉尘接触水

平，并设置粉尘危害、佩戴防尘口罩等警示标识。对以上岗位的劳动者进行

职业卫生培训，并按时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工作，为各岗位按时发放除尘效率

≥90%的防尘口罩，其生产厂家必须具相应的生产资质及许可证书、产品合格

证，在生产过程中应监督工人佩戴。 

（3）选矿车间的自磨岗和再磨磁选岗属于Ⅱ级中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

条件下，很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健康危害。在做好以上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完

善和维护工作后，建议将现有的 “三八”工作制更改为“四六”工作制，尽

量减少巡检次数，缩短各岗位工人的接触时间，降低劳动者实际粉尘接触水

平。 

（4）露天采场+157 台阶的下矿挖机司机、原矿破碎车间的破碎巡检工、选矿

车间的皮带工属于Ⅰ级轻度危害噪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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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采矿项目部的 38 名员工为外包作业，在项目的正产生产过程中应用人

单位应按照现行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并按照相关标准规范，

找具有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体检机构按期对工人进行查体，外包人员的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由用人单位统一管理。同时在生产过中应为外包作业人员发放

合格的防尘口罩及耳塞，并监督佩戴。 

（11）新余铁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26 日发布《职业病防治管理

程序》（文件编号：XG/CX-318）的程序文件，其中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程序

作了具体规定，但应按照表 12-1 编制相应的制度汇编。 

（13）对于体检结果显示的 8 人电测听检查异常轻度（或中毒）耳聋、1 人职

业尘肺疑似职业病、1 人肺功能异常、6 人后前位 X 射线 DR 胸片及尘肺筛查

显示肺纹理增多增粗人员，用人单位除将一名疑似病例常员工调岗到尾矿库

外，其余人员未提供复查体检报告和调岗通知书，不符合要求，应组织上述

体检异常人员尽快安排复查确诊工作，如有异常应及时上报、调岗或做相应

安置。 

（14）完善企业职工的上岗和离岗体检，完善员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其

应包括：职业健康监护委托书、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和评价报告、职业病

报告卡、用人单位对职业病患者和职业禁忌证者处理和安置的记录、用人单

位在职业健康监护中提供的其他资料、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记录整理的相关资

料。 

（15）尽快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尽快组织疑似病例的复查和确诊工作，

对于疑似病例、职业病患者应做好医学随访工作。 

（16）对于建设项目的外包岗位，应按照建设项目现行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对外包单位进行管理，监督外包人员规定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并在生产过程中

监督佩戴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专家在听取建设单位对该建设项目工程建设、运行以及职业卫生管

理情况的介绍和评价机构对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说

明的基础上，查阅有关资料，审阅了评价报告，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如下意见： 

（1）建设项目的概况基本清洗，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工作场

所、工艺设备、原辅材料等描述不够完整、准确 

（2）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不够正确 

（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 

（4）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分析基本正确 

（5）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配置分析评价合理 

（6）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分析评价基本到位 

（7）针对职业健康监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8）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的分析评价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可行性 

（9）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正确 

（10）对策措施和建议较为实用、合理、可行 

（11）评价结论正确 

（12）建议对下列问题进行修改完善，补充说明 

1、补充完善评价依据 2、补充铁矿的成分分析，完善高温、振动、

炮烟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分析、检测和评价 3、补充工作日

写实和工作场所作业分级，完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进

一步完善检测了结果的分析和评价 4、完善职业健康监护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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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针对性建议 5、针对评价发现的不符合项和基本符合项，按

照整改性建议、持续改进性建议、预防性告知等完善控制职业病危

害的补充措施。6、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对修改的问题经过专家组确认后，建议评价报告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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