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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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厂）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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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外围设四个废水处理厂，分别为一期、

二期、三期、四期废水处理厂，本次主要针对废水厂进行检测。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郑雪东、张冰洁

现场调查人员 冯东方、郑雪东 调查时间 202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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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祥、张冰

洁、乔金轲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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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废水处理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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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氢氧化钠、硫化氢、氨、镍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氧化钙、噪

声等；

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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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控制措施

（1）在生产工艺允许的情况下，石灰房投料口设置密闭抽风除尘系统，形成负压密闭投料作业

区域，以防止投料过程石灰反冲逸散，罩体、风管、风机等系统设备的材料根据石灰的磨琢性

和腐蚀性等特性选择；并合理选择抽风除尘系统通风机风量，保持罩内均匀负压，吸风口的平

均风速以基本不带走有用物料为准，排毒要求的控制风速在 0.25～0.3m/s，常用风速为 0.5～

1.5m/s，管道风速采用 8～12m/s。并加强抽风除尘系统的维护、保养与管理，保证其密闭性和

抽风除尘效果。

（2）石灰房投料口采用三角铁刺刺破包装袋进行下料，控制投料落差，避免作业人员手工划包，

直接接触氢氧化钙。

（3）及时清理，石灰房投料区、石灰房地面和设备表面积尘，防止造成二次扬尘，严禁使用压

缩空气吹扫，建议使用负压吸尘装置。

（二）应急救援设施与措施

（1）槽车卸酸碱区应增设不断水的事故淋洗和洗眼器，并悬挂提示标识，保证人员在 10秒内

正常取用。现场急救药箱内放置 2%碳酸氢钠、3%硼酸等药品。为相关作业人员配备防护手套、

防护眼镜、防护口罩、化学防护服、防护胶靴。

（2）聚合氯化铝对皮肤、黏膜有刺激作用，聚合氯化铝储存区和投料区应设置不断水的事故淋

洗和洗眼器，作业人员应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

吸器。

（3）生产区醒目位置设置风向标。巡检人员可根据自然通风的风向选择，始终保持在毒源的上

风侧操作，并根据风向合理选择撤离路线。

（4）加强酸碱罐体、输送管道以及管道构件、阀门耐腐蚀性能和密封性能的管理，做好日常维

护保养，防止因设备和管道密闭性不好导致的酸碱外逸。

（5）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应急救援柜及应急装备的设置，急救设施包括不断水的冲淋、洗眼设施;

气体防护柜;个人防护用品;急救包或急救箱以及急救药品;转运病人的担架和装置;急救处理的

设施以及应急救援通讯设备等。用于紧急救援的呼吸防护器应定期严格检查并妥善存放在邻近

可能发生事故的地点，便于及时取用。

（6）针对可能发生的硫化氢、氨、氯气、硫酸、氢氧化钠导致急性职业损伤和职业性中暑建立

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教育、培训和演练。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除应包括《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单位版）》规定的基本要素，还应就应急救援指挥小组

的组成及职责，应急通讯系统、交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组织程序、应急操作程序，应急撤

离方式，应急救援设施，现场急救方法，急救车辆调度，发生急性中毒事故时的就诊医院的联

系方式、应急救援演练及评审制度等方面进行阐述，定期组织演练，科学评估，不断完善。并

明确责任人、组织机构、事故发生后的疏散线路、技术处理方案、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医疗

救护方案（包括现场急救药品、医疗救护等）。

（7）废水处理过程执行双人作业制度，并携带便携式硫化氢报警仪。清理淤泥、进入密闭空间

（罐、管、沟、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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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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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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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不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