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二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平顶山矿区中部，工业广场紧临平顶山市平安大道

中段，行政区隶属于平顶山市新华区管辖。 
建设单位联系人 陈工 

项目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二矿产业升级改造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二矿产业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法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矿井产业升级改造。 

所在位置：平顶山市新华区平安大道中路 44 号院。 

概算总投资：7319.90 万元。 

产能提升：矿井综合生产能力由 1.70Mt/a 提高到 2.30Mt/a。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向鹏 现场调查时间 2019 年 2 月 8 日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陈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 

煤尘、矽尘、水泥粉尘、其他粉尘（黄土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甲烷、硫酸、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 

（1）类比企业检测结果表明，三水平集中运输巷因为为岩巷掘进，且经过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检测，其掘进工作面的沉降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16.8%，因此判定其粉尘性质为矽

尘。己 15-31020 采煤工作面经过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其采煤工作面的沉降尘中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均小于 10%，因此判定其粉尘性质为煤尘。 

（2）类比企业个体呼吸性粉尘浓度检测结果显示：己 15 -31020 采煤工作面采煤司机、

支架工、转载司机和皮带司机、三水平集中运输巷扒渣工和打眼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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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预测拟建项目正常

运行以后，己 16 采煤工作面采煤机司机、支架工、转载司机和皮带司机所接触的粉尘浓度可

能超标。同时在升级改造施工过程皮带斜井下延工程、己二皮带下山上延工程、己二煤仓工

程、己二辅助运输巷工程、庚三采区专用回风巷工程均为岩巷掘进，在其施工过程中的打眼

工和装岩工所接触的粉尘浓度可能会超出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应注意保证其防护设施

正常运行并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3）经过类比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类比企业以上工作场所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

氢、氮氧化物的浓度均符合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由此预测拟建项目正常运行以后，在

正常工况下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氮氧化物的浓度也应符合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 



（4）类比企业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显示：三水平集中运输巷打眼工和支护工、己

15-31020 采煤工作面采煤司机、转载机司机、泵站司机接触的噪声强度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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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岗位接触噪声强度符

合要求。由此预测拟建项目正常运行以后，己 16 采煤工作面采煤司机、支架工、泵站司机所

接触的噪声强度可能超标。同时在升级改造施工过程皮带斜井下延工程、己二皮带下山上延

工程、己二煤仓工程、己二辅助运输巷工程、庚三采区专用回风巷工程均为岩巷掘进，在其

施工过程中的打眼工和装岩工所接触的噪声强度可能会超出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对拟建项目的工程分析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预测，综合分析拟建项目关键

控制点分析如下： 

粉尘关键控制岗位：己 16 采煤工作面采煤机司机、支架工、转载司机和皮带司机；施工

过程中岩巷掘进打眼工和装岩工。 

噪声关键控制岗位：己 16 采煤工作面采煤司机、支架工、泵站司机；施工过程中岩巷掘

进打眼工和装岩工。 

应急救援关键控制点：己二煤仓、采空区煤炭自燃导致的巡检一氧化碳中毒、窒息；地

面瓦斯抽放泵站窒息；密闭空间作业导致的中毒、窒息等。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该项目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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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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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项目属于原有矿井的升

级改造项目，改造完成后采煤工艺、主斜井和己二皮带的运输能力均能得到提升，此外庚三

采区回风巷的施工对采区内采掘工作面的通风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因此本次产业升级

改造项目对矿井整的的生产工艺和劳动者的作业环境、劳动强度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煤尘、矽尘、其他粉尘（黄土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硫化氢、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甲烷、噪声。拟建项目如能按照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

建议中的工程防护、个体防护、职业卫生管理等内容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各岗位职业病危



建议 

（1）己 16 采煤工作面由于采煤工艺变更为综采工作面，建议在回风巷设置粉尘浓度传

感器并接入监测监控系统，同时为保证采煤机的内外喷雾的喷雾压力，建议配备喷雾泵，使

其内喷雾压力不得低于 2MPa，外喷雾压力不得低于 4MPa。内喷雾装置不能正常使用时，外

喷雾压力不得低于 8MPa，否则采煤机必须停机。同时对架间喷雾的设置情况做具体说明。 

（2）未见用人单位井下防尘用水的水质检测报告，在防尘用水水质不合格合格的情况下

容易造成井下喷嘴堵塞，建议用人单位在后期设计中补充对防尘用水水质过滤装置的设计并

委托相应的检测部门对防尘用水进行水质检测。 

（3）应对其己二煤仓的喷雾装置做补充设计，使其煤仓放煤口、溜煤眼放煤口的喷雾压

力不得低于 8MPa。 

（4）井下项目升级改造完成后，对于新形成的采掘工作面、运输巷道应设置一氧化碳、

硫化氢、风速等传感器并接入矿现有的监测监控系统。 

（5）瓦斯抽放泵、循环水泵的底部应设置减震基础，同时设置独立的隔音值班室，隔音

值班室的应采用双层门窗和密封胶条，保证值班室内的噪声小于 75dB（A）。 

（6）黄泥灌浆站，其运料、搅拌及注浆过程会有粉尘产生，应对其搅拌过程中的防尘措

施做具体说明。 



（7）瓦斯抽放泵站的轴流风机的参数、选型及数量做具体说明，应保证通风换气次数达

到 12 次/h。同时瓦斯具有爆炸性和窒息性，应在瓦斯抽放泵站内部设置瓦斯浓度报警断电装

置和事故通风装置，并针对瓦斯泄漏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8）项目改造完成后，井下人员仍由矿井工业场地副井下井，集中浴室和更衣室可利用

原有，但是应根据三水平工业场地地面作业人员的布置，对其厕所、食堂和休息室进行具体

设计。 

（9）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

病危害告知规范》（GBZ/T 203-2007）和《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信息指南》（GBZ/T 

204-2007）、《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

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补充设计在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地点或设备的醒

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公告栏等内容。 

在采煤工作面顺槽口设置注意防尘、噪声有害、戴防尘口罩等警示标识，并设置粉尘、

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甲烷告知卡。 

在瓦斯抽放泵站入口处设置噪声有害、必须戴防护耳塞警示标识、甲烷告知卡。 

在黄泥灌浆站门口设置注意防尘、带防尘口罩、噪声有害、戴护耳器的警示标识卡。 

（10）应对拟建项目地面新建瓦斯抽放泵站、灌浆站的冬季取暖设计进行完善。 



（11）该项目施工过程以土建施工、井筒开凿、巷道掘进、电气施工、钻孔作业、喷漆

作业、电焊作业为主，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

硫、硫化氢、氮氧化物、硫化氢、苯系物、臭氧、锰及其化合物、噪声、高温、低温、手传

振动、全身振动、紫外辐射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能产生较大影响，因

此，该项目应按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GBZ/T211-2008）从多个环节入手

采取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建设工程发包阶段 

应明确建设工程内容、各施工环节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考察建设工程施工方有

无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能力，并要求建设工程施工方能严格按照《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设备和施工工艺；根据各工种岗位的需要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用品。 

3）施工阶段 

对施工过程中的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严格管理，加强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

和教育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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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密

闭空间作业的情况参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 205-2007）的有关规定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施工单位员工的健康体检参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

中的相关要求执行；对各工种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进行认真检查，确保防护效果。 

4）施工监理阶段 

在施工监理过程中，应对施工方职业卫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制度方案和

防护措施等进行监督管理。在拟建项目进行验收时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提供职业卫生管理

总结报告。 

5）矿方应严格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Q 1051-2008）和《呼

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18664-2002）的要求，结合矿各科室的实际分工，

在《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管理制度》中增加针对呼吸防护用品的检查与保养、清洗与消毒、

存放等细则，并且在职业健康健康培训中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指导。《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



用与维护》（GB/T18664-2002）中就呼吸防护用品的检查与保养、清洗与消毒等细则见下表。 

条款 呼吸防护用品的维护细则 

呼吸防
护用品
的检查
与保养 

应按照呼吸防护用品使用说明书中有关内容和要求，由受过培训的人员实施检査和维
护，对使用说明书未包拍的内容，应向生产者或经销者咨询。 

应对呼吸防护用品做定期检査和维护。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具有相应压力容器检测资格的机构定期检测空气瓶或氧气瓶。 

应使用专用润滑剂润滑高压空气或氧气设备。 

不允许使用者自行重新装填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滤毒罐或滤毒盒内的吸附过滤材料，
也不允许采取任何方法自行延长已经失效的过滤元件的使用寿命。 

呼吸防
护用品
的清洗
与消毒 

个人专用的呼吸防护用品应定期清洗和消毒，非个人专用的每次使用后都应清洗和消
毒。 
不允许清洗过滤元件。对可更换过滤元件的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清洗前应将过滤元
件取下。 
清洗面罩时，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拆卸有关部件，使用软毛刷在温水中清洗，或在温
水中加入适最中性洗涤剂清洗，淸水冲洗干净后在清洁场所避日风干。 
若需使用广谱消毒剂消毒，在选用消毒剂时，特别是需要预防特殊病菌传播的情形，
应先咨询呼吸防护用品生产者和工业卫生专家。应特别注意消毒剂生产者的使用说
明，如稀释比例、温度和消毒时 
间等。 

呼吸防
护用品
的储存 

呼吸防护用品应保存在清洁、干燥、无油污、无阳光直射和无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若呼吸防护用品不经常使用，建议将呼吸防护用品放人密封袋内储存。储存时应避免
面罩变形。 

防毒过滤元件不应敞口储存。 

所有紧急情况和救援使用的呼吸防护用品应保持待用状态，并置于适宜储存、便于管
理、取用方便的地方，不得随意变更存放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