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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高新区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张卫强

项目名称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白云石综合利用清洁炼镁新技术工业试验项目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

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六大氧化铝生产基

地之一。氧化铝生产由烧结法系统和选矿拜耳法生产系统组成，氧化铝产能达

到 225 万吨。

镁的生产工艺主要分为电解法和皮江法两大类，除青海盐湖之外，国内原镁生

产均采用的皮江法工艺。随着科技水平不断进步，皮江法炼镁逐渐满足不了绿

色低碳发展需求，被列为高能耗、高排放工艺。在双碳背景下，节能减排目标

将持续推动镁行业改革，我国镁冶炼行业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中铝郑州

有色金属研究所有限公司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开展了白云石钙镁分离技术、铝

热法镁冶炼还原剂替代技术等研究，成功研制了感应竖式还原炉，开发了白云

石综合利用清洁炼镁新技术。

建设单位拟选用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研发的炼镁技术为基础，

在鹤壁市建设白云石综合利用清洁炼镁新技术工业试验项目（以下简称“建设

项目”）。该建设项目拟建设一条完整的新法炼镁生产线，进一步验证技术经

济的可靠性，项目的建立后可形成中铝股份具有竞争优势的全流程镁冶炼技术，

助力鹤壁市的镁产业发展，为中铝股份布局镁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朱艳秋、贾鹏凯、刘冲

现场调查人员
刘冲、高入室、段

兆伟
调查时间

2024 年 07

月 02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张卫强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不涉及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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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类（煤尘、白云石粉尘、氧化镁粉

尘、氧化铝粉尘、铝金属尘、镁尘、氢氧化镁粉尘、碳酸钙粉尘）、毒物类（氧化钙、氮氧

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物理因素（高温、噪声）等。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报告的补充措施和建议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并按照“三同时”

要求严格执行。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分析认为建设项目基本执行了

国家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在今后工程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建设项

目在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原辅材料不变更的情况下，能将建设单位现有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维护保养到位，并将本报告书提出的职业病危害控制补充措施予以落实，并保证职业卫生专

项资金的投入，延续扩建前管理的成熟经验，预计建设项目建成后，各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强度）满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生产过

程可能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可得到较大程度的预防和控制，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

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1）通过对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预测建设项目煅烧工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浓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为作业人员配发有防尘口罩，APF 防护因

数为 10，理论上可以有效的降低粉尘造成的危害，但建议建设单位从根本上对进料泵等设备

设置防尘密闭措施并加强日常维护；

（2）通过对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预测建设项目煅烧工、钙镁分离工接

触高温 WBGT 指数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议建设项目煅烧工避开高温季节高温时段，

减少作业人员巡检时间；

（3）通过对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预测钙镁分离工接触一氧化碳 8h 时间

加权浓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议建设项目钙镁分离人员随身佩戴四合一气体报警

器，减少碳化塔等区域巡检时间，增设机械通风设施；



（4）通过对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预测钙镁分离人员及还原工接触噪声

8h 等效 A声级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钙镁分离及还原工建设项目为作业人员配

发有防噪声耳塞，SNR=25dB，理论上可以有效的降低噪声接触水平，但建议建设单位从根本

上对机械磨、进料泵、风机等设备设施设置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

（5）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提及具体的应急救援措施，建设单位制定有《中铝中州

铝业有限公司重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设置了应急救援设施（详见 F2.3.7 章节），建设

项目应急救援措施的设置应根据建设单位原有设置情况在下一步设计专篇中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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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适当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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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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