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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 古蔺煤矿（西段）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屏镇 建设单位联系人 罗矿 

项目名称 古蔺煤矿（西段）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西段煤矿地处古叙煤田象顶井田中部，行政区划属古蔺县石屏镇。位于四川省古蔺县磺厂街社区，古（蔺）石

（宝）公路由石屏通过，矿区距石屏约 2km，到古蔺县城 41km，到太平渡码头 15km，全水泥路面，由太平渡

经赤水河到合江县城水路 174km 进入长江航道，交通方便。主井口地理坐标：东经 106°00′19″，北纬 28°

01′56″，直角坐标： X：3102408，Y： 35598738，Z：576m。古蔺县古蔺煤矿（西段）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51 年，原为地方国有煤矿，2004 年由本公司职工竞买后组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原生产、生活设施设置

较正规且有一定的富裕能力，但人员较多、劳动效率低，为提高矿井的生产能力和安全技术水平，该矿于 2005

年向当地市经贸委提交了申请扩建的立项报告，四川省经贸委以“川经煤炭函【2005】194 号文批复立项，同意

将生产能力由原来的 60kt/a 扩建为 150kt/a”。最近一次评价于 2016 年 12 月进行，截止至本次评价期间，西段煤

矿地面设施未发生变化，井下采掘接替正常进行，井下生产系统及辅助生产系统均正常生产运行。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陈国龙 现场调查时间 2020 年 4 月 14 日 

现场检测人员 韩占云、韩波、段学义、张锁雷、王金鑫 现场检测时间 
2020 5 20 ~22 ᾭ 6 13 ~15

 

建设单位陪同人 罗矿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煤尘、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臭氧、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硫化氢、一氧化碳、氨、紫外辐射、噪声、硫

酸和氢氧化钠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粉尘检测结果表明，22251 采煤工作面采煤机司机、攉煤工、22252 机巷掘进工作面攉煤工和地面生产系统翻煤

工接触的粉尘浓度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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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要求。

其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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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要求。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表明， 22251 采煤工作面采煤机司机、瓦检员、22252 机巷掘进工作面打眼支

护工、瓦检员接触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硫化氢、一氧化碳和氨浓度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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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要求。机修车间机修工接触的氮氧化物、锰及其化合物和臭氧的

浓度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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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要求。污水处理站污

水处理工接触的硫化氢浓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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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

要求。机车充电房充电工接触的硫酸浓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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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要求。污水处理池污水处理工接触的氢氧化钠浓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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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 的要求。噪声检测结果表明，22251 采煤工作面采煤机司机、22252 机巷掘进工作

面打眼支护工接触的 4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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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其余岗位动者接触噪声强度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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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及关键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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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为严重。   

 2、分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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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病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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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救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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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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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辅助用室 符合 - 

10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符合 - 

11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符合 ᵍ ꞈ  µ “ ” ᵇ¶¢ 

12 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13 职业危害告知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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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 

15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符合 -- 

二、建议： 

1、补充措施 

（1）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三十七条的要求，22251 采煤工作面和 22252

机巷掘进工作面的回风侧安装粉尘浓度传感器，并接入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2）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三十八条的要求，建议用人单位补充防尘

水质的检测，保证防尘水质达到如下要求：水质悬浮物的含量不得超过 30mg/L，粒径不大于 0.3mm，水的 pH

值应当在 6～9 范围内，水的碳酸盐硬度不超过 3mmol/L。 

（3）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四十六条的要求，建议用人单位补充进行

煤层注水可注性测试，根据测试报告结果决定对可采煤层是否采取注水措施。 



（4）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三十九条的要求，22251 采煤工作面应配

备喷雾泵，建议采煤面配备 2 台，一用一备，其中喷雾泵的设计压力不小于 8MPa。 

（5）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三十九条的要求， 22252 机巷炮掘工作面

爆破过程中应采用高压喷雾（喷雾压力不低于 8MPa）或者压气喷雾降尘、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等综合防

尘措施。 

（6）西段煤矿应建立《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制度》。 

（7）西段煤矿应配备针对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日常监测设备，如 DQJ-50 多功能气体检测仪器，按照《煤矿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的规定，对有毒有害气体定期进行日常监测。西段煤矿目前配备 1 台噪声监测

设备，不满足《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五十三条的要求，评价建议用人单位

应配备不少于 2 台噪声监测设备，按照监测周期要求对作业场所噪声进行日常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向劳动者公

布，存入企业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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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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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在存在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作业地点或设备的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告知卡和公告栏等内容。 

（9）用人单位应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Q1051-2008）、《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

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8〕3 号）和《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18664-2002）的要求，进

一步完善个体防护用品发放标准，补充针对机油、齿轮油、润滑油操作人员的耐油手套的配备发放标准，并严

格落实执行，避免出现个体防护用品发放记录与发放标准不一致情况，在职业健康培训中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指

导，并督促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 

2、综合性建议 

（1）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点在井下生产系统和地面生产系统的防尘、防噪管理以及地面生产系

统的防噪管理。本项目应加强采掘及地面生产系统的防护设施的维护，并采取一些更为先进有效的职业病防护

措施，从工程技术方面对粉尘、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的职业性危害加以控制。 

（2）建议用人单位在以后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中，应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工作场所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并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劳动者公布。 



（3）定期组织劳动者按照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的内容进行演练，确保在职业病危害急性事故发生时，

能有效的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响应。定期检查、更新急救柜中的急救用品，满足现场应急救援的需求。机

车充电房电解液添加处 15m 内应设置一台喷淋洗眼器。 

（4）瓦斯抽采泵站监控室和调度室应增加照明设施。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GBZ 188-2014）和《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的要求，结合劳动者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西段煤矿应委托具有粉尘（煤尘、矽尘、电焊烟尘）、噪声、硫化氢、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等检查能力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并按照职业健康检查周期的要求，妥

善做好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职业健康检查发现的需要复查职工遵照医嘱进行复

查处理，将复查结果存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复查结果意见妥善处置。对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的职业禁

忌证或疑似职业病职工，应按照检查意见妥善处置，对职业健康检查发现的 2 名疑似职业病职工应向当地职业

卫生管理部门进行上报，并安排职业病诊断工作。对于确诊的职业病职工该矿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

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定期检查和进一步的妥善处置工作。古蔺煤矿在签订职业健康检查合同时，应明确

体检人数、体检项目和出具职业健康体检总结报告的要求，并将检查结果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6）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不

断完善、更新职业卫生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