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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135MW 背压机组 

建设单位地理

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境内的棋盘井工业园区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维 

项目名称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135MW 背压机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135MW背压机组电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棋盘井工业园内。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东邻杭锦旗，西连宁夏陶乐县并隔黄河与石嘴山市和阿拉善盟相望，南接乌审旗

和鄂托克前旗，西北接乌海市。该电厂新建四台 135MW 背压机组，由鄂尔多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该电厂采用四班三运转运行，

每班工作 8小时。劳动者约为 327人。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周森 现场调查时间 2015年 7月 20日 

现场检测人员 周森、黄俊换、李鹏、刘虹宇 现场检测时间 2015年 7月 28日至 30日 

单位陪同人 王维 

项目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性粉尘：煤尘、矽尘、石灰石粉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 

化学有害因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氨、肼、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盐酸、硫酸、氢氧化钠、

柴油、六氟化硫及其分解物。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紫外辐射。 

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结果 
该电厂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不符合 GBZ 2.1要求的岗位有： 

输煤系统：推煤机司机、皮带工； 

燃烧系统：灰煤硫硝值班员； 

除灰渣系统：卸灰工、卸渣工； 

保洁：输煤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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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浓度均符合 GBZ 2.1的要求。 

该公司劳动者接触的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肼、氨、盐酸、硫酸、钠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的浓度均符合 GBZ 2.1-2007的要求。 

该电厂输煤系统皮带工、锅炉保洁工接触的噪声强度不符合 GBZ 2.2-2007要求；其余岗位劳动者接触的噪声强度均符合 GBZ 2.2-2007

要求。 

该电厂劳动者接触的高温符合 GBZ 2.2-2007要求。 

该电厂劳动者在升压站主变旁接触的工频电场强度不符合 GBZ 2.2-2007 的要求，在其余工作场所接触的工频电场均符合 GBZ 

2.2-2007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

议 
1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表明，该公司主要的职业病危害为粉尘危害、噪声危害和工频电场危害，因劳动者巡检时接触高温时间

较长，且高温易造成夏季高温中暑，因此将高温区域列为关键控制点，关键控制岗位和关键控制点见表 1。 

表 1  关键控制岗位及关键控制点分布表 

评价单元 危害因素 关键控制岗位 关键控制点 

输煤系统 
粉尘 推煤机司机、皮带工、输煤保洁 

推煤机驾驶仓内、输煤皮带落料点、粗碎

机室粗碎机旁、细碎机室破碎机旁、煤仓

间皮带落料处 

噪声 皮带工、输煤保洁 转运站、碎煤机室碎煤机旁 

燃烧系统 粉尘 灰煤硫硝值班员 锅炉 0m 冷渣皮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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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 
低压除氧器旁、给煤机旁、高压加热器旁、

仪用压缩空气罐旁、电动给水泵旁 

高温 集控值班员 锅炉旁 

除灰渣系统 粉尘 卸灰工、卸渣工 灰库二层操作平台、渣仓卸料平台 

化学水处理系统 噪声 -- 反渗透器旁、废水泵旁、清水泵旁 

汽机电气系统 
噪声 -- 汽轮发电机旁 

工频电场 集控值班员 升压站 

2 风险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内容，本项目属于“火力发电（燃煤发电）”，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中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确定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3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 

本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 

生产性粉尘：煤尘、矽尘、石灰石粉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 

化学有害因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氨、肼、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盐酸、硫酸、氢氧化钠、

柴油、六氟化硫及其分解物。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紫外辐射。 

该电厂在采取了本报告补充措施且防护设施正常运行、劳动者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条件下，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水平

符合 GBZ 2.1-2007、GBZ 2.2-200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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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项评价结论 

（1）该电厂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3）该电厂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较为齐全，有防尘设施、防毒设施、防噪声设施、防高温设施、防工频电场设施等。检测结果显

示，部分岗位作业人员的粉尘、噪声、工频电场检测结果超标，应根据本报告所提补充措施进行完善，完善后可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4）该电厂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该电厂职业卫生管理情况基本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但应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检测设备和日常检测人员。 

（6）该电厂设置了应急救援机构，机构人员分工明确。配备有应急救援设施，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演练计划，有演练记

录等内容。但液氨罐区喷淋洗眼设施的服务半径大于 15m，未设置一氧化碳、氨气检测报警器，应根据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 

（7）该电厂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基本符合要求，但是未对劳动者配备带电作业屏蔽服，应根据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 

（8）该电厂有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9）该电厂对劳动者进行了岗前、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监护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5 总体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该电厂当前基本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但是部分岗位作业人员的粉尘、噪声、工频电

场检测结果超标，未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设备和日常监测人员，未设置一氧化碳、氨气检测报警器，液氨罐区喷淋洗眼设施的

服务半径大于 15m，未对劳动者配备带电作业屏蔽服；在将来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符

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符合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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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病危害防护补充措施 

该公司存在的问题及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见表 2。 

表 2  该公司存在的问题及补充措施 

序号 存在问题 补充措施 

一 职业病危害防护补充措施 

1 
该电厂输煤系统、除灰渣系统粉

尘浓度较大。 

1） 对输煤系统喷雾抑尘装置、除尘器进行定期检修维

护，确保除尘器能正常开启运行，确保喷雾处于正常

运行水平； 

2） 定期清理地面粉尘，避免二次扬尘； 

3） 对输煤系统防尘皮帘等密闭设施进行定期更换，确保

其密闭性能良好，防治粉尘外逸。 

4） 确保安装的防尘设施经济可行、适用、有效，确保粉

尘超标岗位能达到除尘、抑尘效果。 

2 该电厂出渣处未采取密闭措施。 在锅炉出渣处设置密闭间，设置密闭卸渣操作间。 

3 
该电厂部分劳动者接触噪声强

度较高。 

劳动者在高噪声工作场所巡检时佩戴防护耳塞以降低噪

声接触强度。 

二 个人防护用品补充措施 

1 

现场调查时个别劳动者未按要

求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该电厂未

对接触工频电场超标人员配备

带电作业屏蔽服。 

应加强对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对接触工

频电场超标人员配备带电作业屏蔽服。 

三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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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电厂液氨罐区设置的喷淋洗

眼设施服务半径大于 15m。 

应将液氨罐区喷淋洗眼设施的服务半径设置为 15m 范围

内，同时做好冬季保暖防冻措施。 

2 

锅炉及烟道进出口处未设置一

氧化碳检测报警器，氨水加药间

和 SCR 区未设置氨气检测报警

装置。 

在锅炉及烟道进出口处设置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报警浓

度 17.29ppm。在氨水加药间和 SCR 区设置氨气检测报警

装置，低报值报警浓度 25ppm，高报值报警浓度为 50ppm。 

四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 
该电厂未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

日常检测设备和日常检测人员。 

购买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设备，配备日常检测人员，对日

常检测人员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相关培训。 

7 综合性建议 

（1）按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对本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2）在密闭空间作业时应先进行通风，如无法有效排除有毒气体时应佩戴供气式空气呼吸器进行作业。 

（3）在与外委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注明外委单位为职业病防治的主体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为劳动者发放个人

防护用品、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等内容，该电厂对外委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技术审查专家

组评审意见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135MW 背压机组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审意见 

2017 年 3 月 7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组织有关专家（专家名单附后）对《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 4×135MW 背压机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了评审，对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进

行了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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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波主持，参加验收会议的单位有鄂尔多斯市、旗、园区安监局、内蒙古鄂尔多斯控

股集团、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职业卫生负责人、安全生产技术部、运行部、

检修部、安全生产环保部、世纪万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评价机构）代表及由 4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 

专家组及与会人员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本项目试运行情况和评价机构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介绍，并对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通

过讨论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审意见 

1、《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对建设项目概况、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原辅材料等内容进行了客观描述； 

2、《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执行情况分析全面； 

3、《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描述清晰。 

4、《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对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分析正确； 

5、《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中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正确； 

6、《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对策措施和建议合理、可行； 

7、《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价结论正确。 

专家组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建议： 

1、依据建设项目实施情况补充“项目组成及主要工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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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分析评价； 

3、近一步完善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落实情况调查； 

4、检测方案制定及采样对象选择需按 GBZ159 进行规范； 

5、完善工作日写实内容； 

6、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要求》，完善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评价、作业场所防护设施及应急救

援设施评价； 

7、根据现场检查结果补充完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8、其他需补充和完善的内容详见专家个人意见表。 

专家组同意通过该《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单位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存档。 

二、专家组通过资料审阅及实地勘察，形成如下现场评审意见： 

1、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 

2、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3、建设单位设置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配备的管理人员可满足要求，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 

4、建设单位按照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了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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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使用； 

5、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6、职业病防护设施预算、管理符合要求； 

7、为劳动者配备了合格的个体防护用品； 

8、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均经过职业卫生培训； 

9、建设单位按要求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了职业健康监护； 

10 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专家组对现场的建议： 

1、依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4）111 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 相关标准补充、完善公告栏、警示标识、职业病危害和现场检测结果告知； 

2、依照《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建立现场职业卫生管理资料及

时归档制度； 

3、依据《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5）124 号、《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2002

要求正确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并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佩戴监督管理； 

4、对全厂喷淋洗眼装置进行检查、维护、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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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针对部分岗位粉尘、噪声超标，制定有效防尘降噪措施； 

6、加强灰、硫、煤程控楼应急设施管理，完善交接记录以保证应急设施有效； 

7、劳动合同需载明作业人员待遇； 

8、其他整改意见详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现场检查表》。 

专家组同意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对存在问题，按专家组意见及时进行整改，形成整改报告存档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