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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中牟县中兴路与比克大道交叉口向西 300

米路北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吴鹏

项目名称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位于郑州市中牟县郑庵镇刘巧村汽车

产业集聚区内，中兴路与比克大道交叉口向西 300 米路北。始建于 2013年，占地面积约 301

亩，注册资本 167210万元，隶属于比克集团公司，总部设在广东深圳大鹏新区，是一家集

锂电池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及电池组、高分子聚

合物电池、燃料电池等。用人单位一期、二期项目于 2014年 5月和 2018年 5月投产。

用人单位现有一线生产员工 784人，其中男职工 521人 ，女职工 263人。成立有职

业卫生管理机构，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劳动者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为

作业人员配备个体防护用品，组织生产员工进行了职业卫生培训，2021年进行了职业病危害

现状评价，2022、2023年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现委托我公司对其进行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张冰洁、刘冲、冯治钢、贾鹏凯

现场调查人员
冯治钢、刘冲、冯

东方
调查时间 2024.06.2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吴鹏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冯治钢、郑瑞、贾

鹏凯、冯东方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06.29~

2024.07.0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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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总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各工作地点总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呼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呼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各工作地点呼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锰及其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锰及其化合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

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锰及其化合物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钴及其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钴及其化合物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

和各工作地点钴及其化合物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峰接

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氟化氢：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检测点氟化氢最高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



铜尘：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铜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

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铜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氟及其化合物（不含 HF）：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氟及其化合物（不含 HF）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氟及其化合物（不含 HF）峰

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氮氧化物/硝酸：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氮氧化物、硝酸时间加权平均接触

浓度和各工作地点氮氧化物/硝酸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臭氧：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电焊作业处臭氧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盐酸：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品质保证部实验室盐酸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一氧化碳：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一氧化碳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地点一

氧化碳短时间接触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硫化氢：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作地点硫化氢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氢氧化钠：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作地点氢氧化钠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丁酮：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丁酮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地点丁酮短时间

接触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二氧化锡：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二氧化锡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

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二氧化锡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

浓度。

激光辐射：本次测量结果显示各工作地点激光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高温：本次测量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高温时间加权平均(WBGT) 指数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的要求。

紫外辐射：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电焊作业处紫外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工频电场：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电工接触工频电场时间加权平均值及工作地点电场强度符合国

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 B03、B04、B05卷绕工、动力运行工接触噪声 8h等效 A声

级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他各工种接触噪声 8h等效 A声级均符合国家职业接

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2.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1 职业病防护设施/措施

各车间卷绕设备、空压机制氮房和冷水机组房及现有设备现有防噪声设施/措施尚不能满足要

求。

12.1.2 应急救援设施/措施

用人单位建立有《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该预案为综合性预案，

包括《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应急预案》和《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灼烫事故现场处

置方案》等，该综合预案没有职业性中暑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等相关内容。

12.1.3 职业健康监护

用人单位上岗前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体检人数不全，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体检缺少部分

体检项目。

12.1.4 职业卫生管理

（1）尚未进行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进行了放射危害因素日常监

测）。

（2）用人单位已建立职业卫生档案，但档案中内容尚不完善。

（3）未设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公告栏。

12.1.5 辅助用室



用人单位最大班组女工超过 100人，未设置妇女卫生室。

12.2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2.2.1 职业病防护设施/措施

空压制氮房、冷水机组房内可加装吸声材料，减少房间内噪声的反射，另外动力运行工在佩

戴防噪声耳塞的情况下可佩戴耳罩加强个体防护；卷绕机进行工程防护措施改造不具备经济

性，现根据用人单位实际情况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

①加强个体防护：卷绕工在特殊高噪声条件下工作时，严格落实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规范佩

戴；

②日常监测：各车间可进行车间噪声日常监测，便于及时发现车间防噪声设施/措施存在的不

足之处；

③合理安排劳动和休息:噪声作业工人应适当安排工间休息，休息时应离开噪声环境，以消除

听觉疲劳；

④职业健康监护：定期对接触噪声的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特别是高噪声接触人员的听力

检查，观察听力变化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合理的处置措施。

12.2.2 应急救援设施/措施

完善职业性中暑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等相关内容。

12.2.3 职业健康监护

用人单位在以后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时，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完善体检项目和体检人数。

12.2.4 职业卫生管理

（1）用人单位应开展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2）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建立职业卫生档案，并

完善相关内容，档案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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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3）在作业场所或作业人员经常经过的醒目位置设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公告栏，公布有关

放射性职业危害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放射性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以及作业场

所放射性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和评价的结果。

12.2.5 辅助用室

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用人单位最大班组女工超过 100人，应设置

妇女卫生室。

12.2.6 其他建议

设备维修时在机电维修密闭空间作业时加强局部通风，减少电焊作业过程产生的粉尘、毒物

的蓄积。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用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

2.完善噪声超标原因分析，细化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分析评价；

3.结合各评价单元急性职业病危害类型，细化应急救援设施与措施的调查及其针对性与可行

性分析评价；

4.完善建筑卫生学中通风、空气调节的分析与评价；

5.完善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分析与评价；

6.结合用人单位存在问题和超标原因，针对性提出控制职业病危害的整改性措施与改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