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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名称
郑州优尼冲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地理位置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十一大街 10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常肖江

项目名称 郑州优尼冲压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郑州优尼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单位性质为“外国法人独资企业”，成立于 2012年 2

月 16日，注册资本金 2000万美元，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十一大街 10号，占地 10万平方米。

用人单位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主要产品为中立柱等车体用冲压、焊接零部件，经营范

围包括：金属冲压件、组装件、模具、夹具的设计、生产、销售与维修；售后咨询服务。

项目人员 冯东方、胡明立、张冰洁、靳永芬

现场调查人员 胡明立、靳永芬 调查时间 2024.8.2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常肖江

现场采样、检测

人员
胡明立、郑祥等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9.3~9.

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常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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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氮氧化物、臭氧、锰及其无机化合物、一氧化碳、噪声等。

粉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结果显示，所测各工种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

业接触限值要求。定点检测结果显示，各所测工作场所粉尘峰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毒物：工人接触氮氧化物、锰及其无机化合物、一氧化碳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的要求。各工作场所氮氧化物、臭氧、锰及其无机化合物、一氧化碳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

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了该用人单位共计 22个接触噪声作业的工种，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冲压车间 1500T

冲压机操作工、3000T 冲压机操作工、落料机操作工、激光焊机操作工，组装车间 64180 固定点焊工、

75940-1/6R 机器人 CO2 保护焊工、75510/6R 手动补焊工、75511/6R 手动补焊工、75510/6R 机器人 CO2

保护焊工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级强度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他所测工种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

级强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对工作地点噪声强度进行测量，主要噪声强度较大的工作地点/设备有组装车间 75940-1/6R 工段机器

人 CO2 保护焊、75511/6R 工段手工补焊、75510//6R 工段手动补焊、75510//6R 工段机器人 CO2 保护

焊机、64180 工段固定点焊机，冲压车间电焊作业点、模具维修点焊、夹具调整焊接、1500T 冲压机、

3000T 冲压机、落料机（600T）、激光焊机，辅助单元空压机等，对其进行噪声强度频谱分析，结果显

示 1500T 冲压机、3000T 冲压机噪声主频率集中在 250Hz ~8kHz，属于全频噪声，其他场所噪声主频

率集中在 500Hz ~8kHz，属于中高频噪声。

工人接触噪声超标原因为：1.冲压车间冲压机、落料机、激光焊机等噪声较高，操作位距离设备较近，

设备隔声设施效果欠佳；2.组装车间焊接过程噪声较高，且焊接线设备集中、存在交叉噪声，由于工

艺限制未设置隔声吸声设施；3.工人噪声场所作业时间较长。

紫外辐射：本次测量结果显示，该用人单位工人接触紫外辐射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工频电场：本次测量结果显示，该用人单位配电柜工频电场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

议

主要结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和《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 4754-2017，2019 年按第 1 号修改单修改版）的规定，郑州优尼冲压有限公司属于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中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主要建议：

（1）冲压机、落料机、激光焊机等落料区可采用橡胶垫等减少工件与接料平台之间、工件之间的碰

撞噪声。工人作业时应尽量减少碰撞等异常噪声的产生。

（2）冲压区等区域工作场所办公区应采用隔音顶棚、门窗，减少设备噪声对工作场所办公、休息区

的影响。

（3）在车间内主要区域完善职业危害公告栏设置、及时更新相关数据。

（4）完善工作场所警示标识的设置，“注意防尘”与“戴防尘口罩”、“戴护耳器”与“噪声有害”应

成对张贴。

（5）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相关内容，管理制度等相关内容中有关《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的相关条款、内容、名称等应及时更新

技术审查专家

组评审意见

建议：

1.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及接触情况分析，细化工作日写实内容，完善噪声超标原因分析。

2.细化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及其分析评价。

3.完善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分析与评价。

4.结合不符合项和超标原因，完善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分析，并针对性提出整改性措施与

改进建议。

结论：

修改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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