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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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联裕展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用人单位厂址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振兴路东侧综合

保税区内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王胆

项目名称 富联裕展科技（河南）有限公司（C 区）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兴办的高新科

技企业，专业从事精密电气连接器、精密线缆及组配、电脑机壳及准系统、电脑系统组装、无

线通讯关键零组件及组装、光通讯组件、消费性电子、液晶显示设备、半导体设备、合金材料

等电子类产品的加工与制造。与苹果、摩托罗拉、松下等众多全球著名 IT 企业均有业务合作，

主要生产经营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站、核心网设备以及网络监测设备及其零组

件、新型电子元器件，从事金属与非金属磨具的设计和制造。

由于发展需求，富士康科技集团注册成立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富联裕展科技

（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主要进行手机零部件加工，涉及的生

产片区主要有 A、B、C、D、E区的部分厂房。本评价报告主要针对用人单位 C区所涉及的工作

场所。

用人单位 C区主要涉及的生产工序有：激光打标、清洗、精密加工、镭射去毛刺、检包等。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郑雪东、靳永芬、刘冲

现场调查人员
冯东方、郑雪东、张

冰洁、冯治钢
调查时间 2023.12.22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员

王胆、李博瑶、

能保平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郑雪东、张冰洁、冯

治钢、刘冲、郑祥、

郑瑞、魏巍、乔金轲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01.02~2

024.01.21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员

王胆、李博瑶、

能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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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 C区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中产生或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油雾、乙醇胺、

碳酸钠、非甲烷总烃、噪声、激光辐射等；

C01-1FABB 打砂岗位噪声超标，其余粉尘、毒物、噪声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建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补充措施和建议

（一）噪声控制措施

（1）根据经济技术条件，优先采取工程治理措施对噪声超标岗位进行治理，建议采用噪声较小

的打砂设备替代 C01-1F 厂房的 A11 打砂机；工艺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为打砂机增设隔音

罩。

（2）在生产任务和劳动定员允许情况下，调整工作班制，实行较常见合理的三班三运转、四班

三运转或五班三运转；或者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岗位实现多人轮换作业，减少持续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时间；

（3）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确保在岗人员防噪声耳塞正确佩戴，保证防噪声效果；

（4）加强日常职业卫生监督与管理，保证打砂车间、CNC 车间相关作业人员正确佩戴防噪声耳

塞。并动态监测噪声强度变化，若生产量加大，同时开启的设备数量明显增加或作业时间延长，

致使人员接触噪声的等效声级增高，应重新评估现有防噪声耳塞的防护能力，或者更换 SNR 更

高的声衰减性能更好的防护耳塞；

（5）噪声等效声级超过 80dB（A）的作业人员配备防噪声弹性耳塞，及时更换，加强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确保在岗人员防噪声耳塞正确佩戴，保证防噪声效果。

（二）防毒措施

（1）生产厂房采用集中空调系统、密闭生产厂房和局部抽风排毒净化装置共同治理工作场所化

学毒物危害。为维持厂房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集中空调系统使用大量的循环空气，依靠集中

空调系统排风量和厂房机械排风量共同组成的排风系统实现的全面通风换气次数较少，生产厂

房内滞留过多的挥发性化学毒物如金属切削液油雾、乙醇胺等，且作业人员看护设备时间较长，

导致作业人员接触油雾的浓度接近职业接触限值。应保证各数控加工中心局部油雾净化器的罩

口风速和控制风速、生产厂房的全面通风换气次数，将金属切削液油雾浓度控制在较低浓度水

平。

（2）加强原辅材料的采购管理，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材料。新

进批次原辅材料应及时开展挥发性组份分析，防止引入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或因有毒组份含

量增高，导致作业人员接触水平升高。

（3）清理淤泥、反应槽进入密闭空间等作业时，严格执行《密闭空间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护规范》

的规定。设置密闭空间警示标识；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前，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分析；制

定密闭空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控制计划、密闭空间准入程序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提供符合要求

的监测、通风、通讯、个人防护用品设备、照明、安全进出设施以及应急救援和其他必需设备，

并保证所有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劳动者能够正确使用；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期间，至少要安排一名

监护者在密闭空间外持续进行监护；保证密闭空间内足够的新鲜空气供给，持续强制性通风；

建立密闭空间作业的应急救援机制，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确保每位救援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实战演练；救援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基本的急救和心肺复苏术。

（三）个体防护用品

（1）考虑到用人单位清洗等作业岗位所使用的清洗剂的 MSDS 显示：对眼和皮肤有腐蚀和刺激

作用，建议使用护目镜或全脸防护并且穿戴防化、不渗透的衣物，包括手套围裙或防护服，故

综合建议用人单位为上述岗位配发全身防护服或者面部防护用品且要求穿戴不渗透的长袖衫

等；

（2）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与管理，严禁未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作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定期为工人更换符合防护要求的防护用品，并保存发放记录；



（3）加强日常职业卫生监督与管理，保证打砂车间、CNC 车间相关作业人员正确佩戴防噪声耳

塞。并动态监测噪声强度变化，若生产量加大，同时开启的设备数量明显增加或作业时间延长，

致使人员接触噪声的等效声级增高，应重新评估现有防噪声耳塞的防护能力，或者更换 SNR 更

高的声衰减性能更好的防护耳塞；

（4）建议用人单位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结果对各个岗位个体防护用品进行适当调整，

以避免防护不足造成人员健康影响或过度防护造成资源浪费。

（四）建筑卫生学

根据实际情况，改善 C01-1F、C06-1F、C07-1F 部分工作场所的照明条件。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