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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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阳博纳汇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庆城县三十里铺镇韩家湾村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郑凯

项目名称 庆阳博纳汇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庆阳博纳汇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地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三十里铺镇韩家湾村，法定代表人为周洋。经营范围包括许

可项目：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用人单位成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小组，自投产后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并设置有兼职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 1名，为作业人员配发有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组织作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健

康体检。

生产运行状况：用人单位自成立以来原辅材料及生产设备未发生大的变化。

项目组人员 邢象、陈立浩

现场调查人员 邢象、陈立浩 调查时间 2024.3.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郑凯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邢象、陈立浩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3.11-

3.13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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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重点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噪声

检测结果：

噪声测量结果与分析：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作场所噪声强度除冷剂压缩机、原料

气压缩机、空压制氮站、原料气入口、离心引风机、燃烧器外均低于 85dB，巡检接触噪声

40h 等效连续 A声级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分项结论

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及职业病危害防治现状进行逐项评价，结果如下：

用人单位未落实既往职业卫生评价建议。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及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规定，用人单位

属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结合该企业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布、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程度、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接触人员、接触时

间、接触方式、防护措施情况及该行业职业病发病风险综合分析考虑，判定用人单位的职业

病风险分类划分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类别。

建议

针对本次评价分项结论中存在的问题，从组织管理、健康监护、应急救援等方面给出整改性

建议措施；根据本次评价分析提出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日常管理工作持续性和预防性建议措

施；对用人单位下一阶段应开展的评价或检测工作提出建议，便于用人单位今后职业卫生管

理工作的开展。

整改性建议措施

组织管理

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职业病防治工

作，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账及有关档案；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

间、离岗时、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教育与培训；向劳动者提供符合职

业病防治要求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定期、不定期组织对各个部门职业病防

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等。

2）用人单位应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包括职业病防治责任划分、职业卫生相关

要求、职业卫生管理档案的制定、职业病危害公告和警示标识的张贴、职业卫生合同告知等

内容。

3）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建立

健全并及时更新本单位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并按规定妥善

保存。职业卫生档案应包括：职业卫生档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

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



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档案。

4）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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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用人单位公告栏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和《用

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在办公区域

和车间入口（厂区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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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用人单位应按照规定以复印

件或其他方式将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用人单位生产工艺变更或其他公

告栏中公告内容发生变动后应更新，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应在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 7日

内更新。

6）建议用人单位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组织工人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定期对工

人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训，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

加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管理，认真落实执行，细化、完善相关的执行记录，完善相

关档案。

7）用人单位应当制定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计划投入经费，保障职业病防治所需的资金投入，

不得挤占、挪用。

8）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并接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的监督检查。

职业健康监护

1）组织所有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拟入职劳动者（含调岗劳动者）和离岗劳动者分别进行上岗

前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2）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因素）需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规定，并为劳

动者建立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在每次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出来之后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持续性和预防性建议措施

1）用人单位应定期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现场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若发现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整改控制措施；将定期检测结果存入本企

业的职业危害防治档案，并向从业人员公布。

2）做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确保其性能和防护效果；确保作业工人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操作时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3）在现有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标准下，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和更换频率，确保个人防护

用品防护有效；进一步完善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加强员工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的监督力度，

使作业工人能够按照要求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4）建议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遵守职业卫生的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用人单位职

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等，做好今后的职业病危害防治各项工作，更新和完善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执行，细化、完善相关的执行记录，完善相关档案。

5）为劳动者配备防冻伤手套和外套。

职业病防治后续工作及建议

1）今后如因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等有变化而导致产生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种类、浓度或强度发生变化及因作业人员生产制度、接触时间等情况变化导致接触浓度

或强度变化使职业病危害程度发生变化的，用人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重新进行评价。

2）用人单位如今后进行项目建设，应做好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