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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XYZW-KP-201408077 

项目名称 

鄂州市天华物宝矿业有限公司黄土咀铁矿 600t/d 采矿工程项目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被技术服务单位 鄂州市天华物宝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鄂州市碧石渡镇黄土咀村 

被技术服务单位 

联系人 

卫杨静 联系电话 - 

项目简介 

2009 年 3月，鄂州市天华物宝有限责任公司取得鄂州市黄土咀铁矿开

采权， 2009 年 7 月提交《湖北鄂州市黄土咀铁矿开发利用方案》（长

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经湖北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后通过。2013 年，

黄土咀采矿工程项目开始建设施工，2014 年 7 月工程竣工。 

黄土咀采矿工程项目总投资 16139.27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有：-250m

至-310m 标高之间现有的地下开采工程和提升机房、配电室、空压机房、

维修车间、办公楼、宿舍、食堂等辅助生产生活设施。 

现场评价工作时间 

2014年 7月 8日-2014年 10

月 8 日 

现场检测时间 

 2014 年 8月 5日- 

2014 年 8月 7日 

项目负责人 李俊杰 

现场评价调查人员 李俊杰、李广文、夏红芳 

现场采样人员 夏坦、黄盼、何伟、蔡辉 

实验人员 刘大娟、王俊 

建设项目陪同人 卫杨静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及检

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其他粉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

化硫、硫化氢、锰及其无机化合物、噪声、电焊弧光和工频电场。 

检测结果：经现场检测，4个工种的接触 6种化学有害因素的浓度进行

了检测，除铲运工出渣作业操作位 CO 浓度超标外，其余检测结果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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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2.1-2007）；8 个作业位作业人员接触的噪声强度进行了检测，其

中-250m 工作面风钻工钻眼操作位、铲运工出渣操作位、-310m中段放

矿工放矿操作位共 3 个点的接触噪声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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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2.2-2007）的

要求，其余 5个作业岗位接触噪声的 8小时等效声级符合上述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1 个点的工频电场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的要求；1 个点的电

焊弧光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

理因素》（GBZ2.2-2007）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该企业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 

鄂州市天华物宝矿业有限公司黄土咀铁矿 600t/d 采矿工程项目职业

病危害控制效果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健全，各项制度完善，职业病防护

设施运行正常，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品管理规范，辅助卫生用室基本完

备，其职业病控制效果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要求，建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

政部门对该项目进行验收。 

建议：1）该项目涉及的其他粉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硫化氢、锰及其无机化合物、噪声、电焊弧光和工频电场

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从现场检测的结果来看，作业场所仍然存在尘毒



危害和噪声危害，职业病防治工作不容忽视。建议公司在以后的工作

中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完善职业卫生制度，加大职业卫生投入，将职

业危害降低到最低。 

2） 粉尘是该项目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因素。企业生产作业时产

生的其他粉尘、电焊烟尘，其 TWA 结果范围为 0.42-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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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2.1-2007）

的要求，但是依然存在职业病危害，采掘工作面设有局扇通风，应对

抽风系统进行经常性的检修和维护，确保足够的通风量和良好的抽风

效果，以降低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同时要求作业人

员严格执行岗位作业规章，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室外电焊作业时应选

择通风较好的地点，避免有害因素聚集，影响作业人员健康。 

3）噪声是该项目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因素。该项目风钻工钻眼操

作位和铲运操作位噪声超标与设备噪声强度高、隔声措施欠佳有关（具

体分析见 5.4.2节）。建议企业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佩戴防护耳罩，

同时加强风钻机的日常管理，经常对风钻机进行润滑与维护，减少风

钻机运行时的噪声强度。 

4）该项目根据生产情况，设置三班三运转制，大部分作业人员涉及

夜班作业，作业人员轮班和夜班作业，作业人员得不到充足的休息，

这些都易引起作业人员生活节律紊乱和职业性精神（心理）紧张，建

议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生产制度，缓解作业人员职业性

精神（心理）紧张。 

5）本次评价是在设备和卫生防护设施运转正常情况下进行的，该项

目绝大部分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较好，其效果完全归结于配备的各项

职业病防护设施，因此防护设施的维修和保养十分重要，建议公司强

化职业卫生防护设备的维护保养管理，确保防护设施正常运转。 

6）个人防护作为保障作业人员免受职业病危害的最后防线，在职业

病危害因素超标岗位使用时显得尤为重要。噪声超标处岗位作业人员

正确佩戴防护耳塞或防护耳塞或耳罩后，可减小噪声对作业人员的危

害。因此，公司应加强防护用品的管理，从申购、购买、验收到发放

等环节人事行政部要层层把关。所有防护用品的采购应选择可靠的供

应方，实行专人采购、专人管理，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定期

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有效性；同时，还应加强防护用品现场使

用的监督与管理，指导并监督作业人员现场正确使用与佩戴，要求粉

尘岗位作业人员作业时必须佩戴符合要求的防尘口罩。 

7）现场调查时公司正在制定了炮烟（主要为 CO）中毒的应急预案，

SO2、H2S 等职业病危害事故方面的应急预案正在编制过程中，公司

应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此项工作。 

8）现场调查时，企业在矿区设置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卡，但在具体

工作地点附近未设置警示标示和警示语句，企业应参照相关规定，在

不同作业地点设置相应的警示标示和警示语句。 

9）现场调查时，存在作业人员未按照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要求佩

戴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企业应加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现场监

督与管理工作。 

10）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育，普及职业卫生知



识，增加作业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对于新员工和特殊岗位员工，教

育培训内容应侧重于设备操作、防护用品正确使用、急救常识和急救

方法、危害标示识别、事故应急报告程序、疏散路径和应急救援演练

等。 

11）企业对风钻工和爆破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率为 15%，不

符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2012〕

第 49 号令）的有关规定，应对铲运工、维修工等作业人员进行补检，

使体检率达到 100%。 

12）根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监总局〔2012〕第 48

号令）的有关规定，公司应按照已拟订的申报计划，在该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将职业病危害的有关情况如实向当

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进行申报。 

1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应当在公司醒

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

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同

时，继续做好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定期检测与评价工作，以便

及时控制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健康。 

外审技术专家 李平、王新教、何利生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现状评价报告》审核通过。 

报告提交时间 2015.6 

现场照片（含资质人员与陪同人员或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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