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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陕西省府谷县沙沟岔煤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陕西省府谷县新民镇沙沟岔村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工 

项目名称 陕西省府谷县沙沟岔煤矿资源整合项目 

项目简介 沙沟岔井田储量丰富，煤层赋存稳定、倾角近似水平，涌水量小，瓦斯含量极低，顶底板岩性适中，开采技术条件简单，《国家计委

关于陕西神府矿区新民开采区总体规划的批复》（计基础〔2002〕2075 号）规划最终生产能力 4.0Mt/a，但由于矿井发展缓慢，导致

井田内出现了多个地方小煤窑，陕西省人民政府以《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榆林市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陕政函〔2011〕

1 号）批复沙沟岔矿井按单井技改类型进行整合，批准建立规模为初期 2.10Mt/a，后期 4.0Mt/a。 

2010 年，沙沟岔煤矿委托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陕西省府谷县沙沟煤矿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开采设计》，经专家评

审，2011 年 7 月，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以“陕煤局发〔2011〕130 号文”对设计予以批复。 

本矿未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未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在《陕西省府谷县沙沟煤矿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开采设计》

中，有《职业安全卫生》章节，确定了本矿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粉尘、有毒有害气体和噪声，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劳动卫

生保障措施。 

建设期间，项目能够按照《陕西省府谷县沙沟煤矿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开采设计》和《安全专篇》中确定的设备、设施进行购置与安装，

能够组织验收，确保设备、设施能够有效使用，2017 年 3 月 28 日，本项目获得联合试生产批复。 

矿井采用斜井开拓，设计布置一个综采工作面，两个综掘工作面，检测期间，本矿只有一个综采工作面组织生产；地面设置了 35kV

变电所、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空压机房、两座锅炉房等，设计的员工宿舍正在施工。 

现场调查人员 段红民 现场调查时间 2017 年 3 月 21 日 

现场检测人员 段红民、王涛 现场检测时间 2017/4/19-2017/4/22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本矿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煤尘、其他粉尘（黄土）、其他粉尘（聚合氯化铝、聚丙稀酰胺）、电焊烟尘、甲烷、硫化氢、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氯、柴油、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硫酸、盐酸、氢氧化钠、噪声、全身振动、手传振

动、工频电场、高温、紫外辐射等。 

根据现场卫生学调查和生产工艺分析，确定本矿的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煤尘、其他粉尘（黄土）、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噪声、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本矿生产过程接触粉尘的岗位中，井下煤炭生产系统的采煤机司机、支架工、超前支护工；井下煤炭运输系统的主井（含上仓）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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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 机司机；地面煤炭运输系统的皮带机司机（201 皮带机卸载处）、拣矸工（准备车间筛分机旁）、皮带机司机（501、520 胶带输送机

机头）、皮带机司机（501、520 胶带输送机机尾）、筛分工（块煤仓顶）；生产服务单元的装载机司机（储煤场）等岗位所接触的

呼吸性粉尘浓度超标，其他岗位均不超标。本矿井下煤炭生产系统的采煤机司机操作位、上端头退 10m 回风侧；地面煤炭运输系统

的拣矸工作业工位、501、520 皮带机机头、块煤仓顶振动筛旁；生产服务单元储煤场装载机司机驾驶室等作业地点的总粉尘浓度超

标，其他作业地点总粉尘浓度均不超标。 

个体噪声接触水平超标的岗位有：煤炭生产系统的采煤机司机、刮板机司机、超前支护工、泵站司机；地面煤炭运输系统的刮板输送

机司机（原煤仓顶）、皮带机司机（201 皮带机）、拣矸工、皮带机司机（501、520 皮带机机头）、皮带机司机（501、520 皮带机

机尾）、筛分工（块煤仓顶）、皮带机司机（550 皮带机）、块煤转载皮带司机（块煤仓顶）等，其他岗位噪声接触水平符合要求。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均不超标。 

评价结论及建议 1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本矿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是粉尘、噪声。 

粉尘关键控制场所为：煤炭生产系统的采煤工作面、地面生产系统的准备车间以及生产服务单元的储煤场。涉及的工种/岗位主

要包括采煤机司机、刮板输送机司机、支架工、超前支护工和拣矸工、振动筛工、装载机司机。 

噪声关键控制场所为采煤工作面和地面煤炭运输系统。涉及的工种/岗位主要包括采煤机司机、刮板机司机、超前支护工、泵站

司机和地面煤炭运输系统的刮板输送机司机（原煤仓顶）、皮带机司机（201 皮带机）、拣矸工、皮带机司机（501、520 皮带机机头）、

皮带机司机（501、520 皮带机机尾）、筛分工（块煤仓顶）、皮带机司机（550 皮带机）、块煤转载皮带司机（块煤仓顶）。 

2 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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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结合

该项目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确定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建设项目。 

3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 

本矿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包括：煤尘、其他粉尘（黄土）、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噪声、工频电场。 

经过现场检测，确认： 

（1）井下煤炭生产系统的采煤机司机、支架工、超前支护工；井下煤炭运输系统的主井（含上仓）皮带机司机；地面煤炭运输

系统的皮带机司机（201 皮带机卸载处）、拣矸工（准备车间筛分机旁）、皮带机司机（501、520 胶带输送机机头）、皮带机司机（501、

520 胶带输送机机尾）、筛分工（块煤仓顶）；生产服务单元的装载机司机（储煤场）等岗位在生产过程接触的呼吸性粉尘浓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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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岗位在生产过程所接触的呼吸性粉尘



 

第 3 页 共 5 页 

KP16023 

 

浓度均符合要求。 

（2）煤炭生产系统的采煤机司机、刮板机司机、超前支护工、泵站司机；地面煤炭运输系统的刮板输送机司机（原煤仓顶）、

皮带机司机（201 皮带机）、拣矸工、皮带机司机（501、520 皮带机机头）、皮带机司机（501、520 皮带机机尾）、筛分工（块煤

仓顶）、皮带机司机（550 皮带机）、块煤转载皮带司机（块煤仓顶）等岗位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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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岗位噪声接触水平符合要求。 

（3）本矿各工种在生产过程中所接触的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工频电场符合标准要求。 

4 分项评价结论 

（1）本矿总平面布局符合要求。 

（2）本矿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要求。 

（3）本矿主要采取了喷雾降尘、通风除尘的综合防尘措施，煤炭运输转载点安装了自动喷雾装置，在辅运大巷、运输大巷均安

装了全断面喷雾装置；运输顺槽、回风顺槽安装了自动喷雾装置，采煤机具有内外喷雾系统，配置了喷雾泵，起到一定的降尘作用。 

（4）本矿建筑卫生学符合要求。 

（5）本矿辅助用室中，尽快完善副井场地食堂等生活用室设施，为井下作业人员配置满足工作服和便服分柜存放要求的更衣柜。 

（6）本矿个体防护用品符合要求。 

（7）该矿配备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能够满足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要求；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还应及时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8）本矿应严格落实上岗前、离岗健康检查工作，建立并完善个体健康监护档案。 

（9）本矿职业卫生管理较为规范，符合要求，项目应按照规定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1 评价结果汇总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项 符合项 基本符合 不符合项 

1 总平面布置、竖向布置 16 1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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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噪声设施 7 7 0 0 

6 防暑、防寒设施 7 7 0 0 

7 应急救援 8 8 0 0 

8 职业健康监护 7 6 0 1 

9 辅助用室 11 9 0 2 

10 职业卫生管理 20 18 1 1 

本次评价认为本矿目前已基本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正常生产过程中，在采取本控制效

果评价报告中所提的补充措施与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一、《评价报告》的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要求，评价依据较充分。 

二、《评价报告》的评价目的明确、内容较全面、评价方法正确，程序清晰。 

三、《评价报告》对项目进行了工程分析，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分析与检测，对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提出了

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四、《评价报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和评价结论正确，建议基本可行。 

五、《评价报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评价单元与子单元的划分部分内容不全，分类不准确，与调查内容不同。  

2、气象特征中没有描述全年以及夏季最大频率风向与最小频率风向参数。 

3、项目检测、评价期间暂无掘进工作面，应对掘进队的劳动定员情况进行核实。 

4、表 2-6 未包括锅炉房的脱硫脱硝除尘材料以及井下排水处理站与生活污水处理站的消毒药品使用情况。 

5、总平面布局未描述有职业病危害因素污染的生产区位置与风向的关系，未描述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和生活区的分区与相邻关系以

及煤尘等污染物扩散的特征，未调查与评价井下生产系统的竖向布局情况。 

6、在无综掘与炮掘工作面的情况下，不宜进行综掘与炮掘工程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作业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的分

析。 

7、未在流程图上标注副井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与矿井排水处理系统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的位置。 

8、锅炉房的生产工艺流程分析不完善，锅炉数量、类型、设置地点描述不完善，未描述麻石脱硫除尘与脱硝的原理、设备、辅料的

使用类型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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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补充检测期间生产负荷情况与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10、未明确锅炉房通风防毒设施，水喷雾装置类型、设置位置以及锅炉房麻石脱硫除尘器与脱硝设备原料使用过程的防毒措施；未明

确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与矿井排水处理系统的消毒环节的通风；未调查与评价矿井机修车间的通风防毒设施与措施。 

11、应按照实际情况准确描述传感器的类型、数量、设置位置，并对粉尘传感器的设置情况做出客观结论。 

12、防尘设施调查与评价中未明确防尘用水来源、水质；进一步核实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自动喷雾降尘装置，核实喷雾泵型号、参数

及流量，核实回风顺槽风流净化水幕实现自动控制和转载点自动喷雾 装置设置情况。 

13、未明确锅炉房的建筑物朝向、采用的通风降温措施。 

14、未调查与评价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与矿井排水处理系统的消毒加药间洗眼器、围堰泄险沟以及通风设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