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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陕西省渭南市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联系人 李忠国

项目名称 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项目简介

产品和经营范围：建设单位主要生产医药中间体（氧头孢烯母核 40 吨/年，6-氯恶唑吡啶

酮 30吨/年）。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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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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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用人单位 117 人。其中管理人员和其他共 25 人，生产作业人员 92 人，

包含化验室 6人。管理人员、化验室、综合动力厂房采取长白班的工作制度，其他岗位均采

取四班三运转的工作制度，每班工作 8h。

项目组人员 苏敏娟、邢象

现场调查人员 苏敏娟、邢象 调查时间 2024.08.0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

同人员
李忠国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苏敏娟、邢象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8.10；

2024.09.0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

同人员
李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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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因素：本单位各岗位接触氢氧化钾、盐酸、吡啶、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正己烷、丙酮、

乙酸、过氧化氢、甲醇、1,2-二氯乙烷、甲苯、异丙醇、氯气、过氧化氢、二氧化硫、氨、

硫化氢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粉尘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物理因素：各岗位接触噪声强度/高温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噪声：本单位各岗位接触噪声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高温：本单位各岗位高温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毒物：

本单位各岗位接触二氧化硫、甲醇、乙酸、甲苯、乙酸乙酯、氨、丙酮、1,2二氯乙烷、异丙

醇扥等 8h时间加权容许浓度和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各岗位接触二氯甲烷、吡啶、甲醇、过氧化氢等 8h时间加权容许浓度和峰接触浓度均符合

职业限值要求。

各岗位接触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硫化氢、盐酸、氯气等的最高容许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限

制要求

粉尘：本单位各岗位接触粉尘浓度的 8h 时间加权容许浓度和峰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限值要

求。。

7.1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建议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安监总厅安健《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

范》（[2018]3号）等国家颁发的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以及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

防护用品。接触毒物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50％的岗位劳动者必须配发防毒口罩。

1）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劳动者应当根据毒物的种类及浓度配备相应的呼吸器、防护服、

防护手套和防护鞋等。具体可参照 GB/T18664《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及维护》、

GB/T29512《手部防护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和 GB/T28409《个体防护装备足

部防护鞋（靴）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等标准。

2）接触噪声的劳动者，当暴露于 80dB≤LEX,8h＜85dB的工作场所时，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

者需求为其配备适用的护听器；当暴露于 LEX,8h≥85dB的工作场所时，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

者配备适用的护听器，并指导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具体可参照 GB/T23466《护听器的选

择指南》。

7.2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建议

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完善职业卫生专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共十三个部分，内容包括：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职业病

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

救援与管理制度；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必须委托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的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

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2）应当在厂区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

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存在或者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设施，应当按照《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的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图形、警示线、警示语句等警示

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和应急处置措

施等内容。

存在或产生高毒物品的作业岗位，应当按照《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

（GBZ/T203）的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高毒物品告知卡，告知卡应当载明高毒物品的名称、

理化特性、健康危害、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理等告知内容与警示标识。

3）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中的要求，及时申报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1566.htm


4）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建立职业卫生档案资料，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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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5）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岗前、岗中、离岗），并根据作业人员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合并

检查项目进行体检，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注意监护结果的异常情况，发现职业禁忌证或

职业病患者时应及时调换岗位，职业病患者应及时治疗。内部自行调整人员在调整前后若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同，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即可，若有变化，应针对已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做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并针对新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应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

6）加强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对生产、输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生产设备

定期维护，对异常状况应及时维修，确保设备密闭，严防泄漏；保证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正

常运行。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使其掌握职业卫生相关法律、

法规及岗位操作规程等，提高个人防护意识，了解各类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最大限度保护工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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