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卫生技术报告公开信息表
XAL/ZPJL-2016-16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岱产业集聚区文德路 29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姚松杰

项目名称 郑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 2023年郑州福耀产出提升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福耀集团（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87年在中国福州注册成

立，是一家专业生产汽车安全玻璃和工业技术玻璃的中外合资企业。目前，福

耀集团已在 10 余个城市建立了 13个现代化的汽车玻璃生产基地，7 条现代化

的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并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7个子公司和商

务机构，2010年集团总资产达 106亿元人民币，员工人数近 2万人。

福耀集团是国内最具规模、技术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

2010年，集团产能汽车玻璃达 8000万平方米，形成 2000万套/年生产能力；浮

法玻璃达 90 万吨；年销售总额为 100亿元人民币。“FY”品牌汽车玻璃占有国

内中高档配套市场 70%的市场份额，维修市场 50%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份额

达 15%，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在世界同行业排名第二。

郑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简称“建设单位”）系福耀集团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04月 27日，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岱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 357亩，一

期投资 7亿元人民币。2012年 10月份巴士玻璃生产厂区正式投产，2013年 5
月份轿车玻璃生产厂区可正式投产，2016年销售额可达 7.9亿元人民币。建设

单位现有职工约 1100人，其中一线员工约 811人，行政管理及后勤人员 289人，

年产汽车玻璃 200万套。

为促进产出提升，郑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提出 2023年郑州福耀产出提升项

目，新增一条轿车夹层玻璃生产线（压制炉生产连线）及一条轿车钢化玻璃生

产线（GT生产连线），并于 2022年 11月 24日取得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明，项目代码：2211-410104-04-02-530399。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的有关规定，郑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

2023年郑州福耀产出提升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组人员 樊玉江、吴彦明、张辉

现场调查人员 吴彦明、张辉 调查时间 2023.11.09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姚松杰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 — —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建设单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甲苯、二甲苯、噪声、高温。

检测结果：不涉及。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1）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甲苯、二

甲苯、噪声、高温，可能引起的职业病为职业性苯、甲苯、二甲苯中毒、职业性噪声聋、职

业性中暑。

（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版）和《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建设单位属于“制造业”中的“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的“玻璃制造”和“玻璃制品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

目”，应严格按照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进行管理。

（3）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在采取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预评价报告所提防护措施，预计建

成投产后接触职业病危害岗位作业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和接触水平能够

满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

标准的要求。

建议：职业病防护设施补充措施

（1）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设备，指定专人负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工作。

（2）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合理调整作业工人接触时间，尽量减少接触噪声时间，降低噪声

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危害。

（3）确保高噪声设备正确安装，并确保其隔声、减振等控制措施处于有效状态。

（4）检维修作业建议：a）为维修工配发 KN95 防尘口罩、防噪声耳罩、防护手套、防毒面

具、焊接面罩等防护用品。b）合理安排检维修作业时间，尽量避免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作

业。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补充措施

（1）逐步完善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参照《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

总厅安健[2018]3 号）等的要求对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培训、使用、

报废等进行规定。

（2）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等标准的要求，

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对建设项目正常运行期间应为作业人员配备的个体使用

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3）防护用品选型时，还应考虑舒适性及工人的身体特征。

（4）防护用品应保存在干净整洁的场所，及时更换过滤元件；

（5）所有的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都应在其使用期限内使用，超过使用期限的立即更

换。

（6）建设项目投产后应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职业病防护用品的防护参数、更换

周期进行适当调整。

（7）加强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工人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切实起到保护工人健康

的作用。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应定时更新防暑降温药品；

（2）针对可能发生的职业性二甲苯中毒、职业性中暑等制定职业卫生专项应急救援预案，

并制定应急救援演练计划，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并保存演练记录，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3）夏季应及时为劳动者提供清凉含盐饮料，温度宜在 12~15℃。

建筑卫生学补充措施

（1）新增设备所在工作场所采光设计按 GB/T 50033 执行。

（2）新增设备所在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按 GB/T 50034 执行。照明设计宜避免眩光，充分利用

自然光，选择适合的目视工作的背景，光源位置选择宜避免产生阴影。灯具选用适宜的符合

现行节能标准的灯具。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F10.3.5.1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建设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

结果应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建设单位应配置检测设备，实施由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

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在工作场所公告栏向劳动者公布定期检测结

果。

F10.3.5.2 职业病危害告知

（1）存在或者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设施，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

图形、警示线、警示语句等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2）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

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

测机构名称等。

（3）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

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F10.3.5.3 职业卫生档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建立职业卫生档案。职业卫生档案应包括：

（一）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三）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五）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同时指定专人持续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F10.3.5.4 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培训

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

办职健函[2022]441 号）的要求，落实本单位职业健康培训的主体责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培训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

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案资料管理。职

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 记

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

片与视频材料等。

（2）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少

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

劳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岗培

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

（3）加强职业健康培训组织管理

应当按照本单位的培训制度以及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劳动者上岗前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和技能。因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或者岗位调整导

致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的，用人单位应当重新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

康培训。

用人单位可以自行组织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无培训能力的用人单位也可委托职业健康

培训机构组织开展。

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及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的要求，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健康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用人单位应当加

强对存在矽尘、高毒物品等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培训，经培训考核合

格后方可安排劳动者上岗作业。

（4）提高职业健康培训实效

应根据所属行业特点和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合理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明

确培训方式、培训考核办法和合格标准，满足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培训需求。

确保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

健康知识和管理能力，劳动者具备职业病防护意识，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熟悉相关职

业健康知识和职业卫生权利义务，掌握岗位操作规程，能够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职业

病防护用品。

（5）规范劳务派遣劳动者等人员的职业健康培训工作

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对象统一管理。外包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必

要的职业健康教育和培训。

应当对实习学生 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培训，提供必要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对实习期超过一

年的实习学生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培训。

F10.3.5.5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补充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GBZ/T 225-2010）

等的规定，确保职业病防治管理必要的经费投入。

在生产成本中单独列支拟用于职业病防治人员配备、机构设置、职业病危害预防和治理、职

业病防护设施配置与维护、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配置与维护、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病人诊断、治疗、赔偿与康复，工伤保险等方面的职

业病防治经费，并且专费专用。

F10.4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1）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编制及审查建议：建设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

项目，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2017]90 号）的要求，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

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2）建设项目施工过程及招标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

工作进行监管。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3）建设项目在试运行期间应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4）建设单位外包作业岗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

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将工程外包给具有职业病

防护条件的单位，并在外包合同中注明外包工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应采取的职业

病防护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建设单位与承包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等，并加强外包临时

作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5）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通过评审后，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



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和评审。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