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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程序探讨

Study on the procedure of pre-assessment for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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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天津市多年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 探索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分为编制

送审 、 专家评审 、 修订成册三个工作阶段。对各阶段中具体

的运作方式和内容作了详细叙述 , 并作了大量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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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业卫生法制的逐步完善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工作作为职业卫生审查中的重要依据 , 越来越得到各方

面的理解和重视 , 我市开展此项工作较早 , 在大量的工作实

践中 , 我们就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工作模式 , 作了大胆的探

索 , 现介绍如下。

1　编制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阶段

1.1　建设单位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签定委托技术服务合

同书 , 明确双方的权利 、 义务和服务内容 , 并在科委登记备

案。

1.2　成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专题组 , 详细查阅可行性研究和

初步设计文件等技术资料 , 包括建设项目的用途 、 生产性质 、

设计能力 、 劳动定员;主要生产工艺过程;总平面布置和车

间布局图;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 、 中间体 、 产品名称及用

量;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设备名称 、 型号 、 数量及有关技

术参数;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产

生部位 、 存在形态 、 主要理化性质和毒理学资料及拟采取的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等细节 , 熟悉整个生产过程。

1.3　实地勘察类比现场情况 , 根据建设项目生产性质 , 选择

生产工艺与之相同或相似的企业进行现场类比调查。记录职

业病危害的种类 、 分布位置和估计的浓度 (强度)范围 , 了

解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置并观察防护效果。

1.4　将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 , 按照 《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 , 编制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报告书。主要内容如下:(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资质证复印件。 (2)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目的和方法。

为职业卫生监督部门审查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是否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设计得是否完备 , 提供科学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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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预评价报告也是设计单位完善施工设计的依据。简述

拟采用的预评价方法。 (3)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和卫生标准 、 技术规范 、 设计文件。(4)建设项目概况。

包括项目简介 、 生产工艺流程 、 主要原材料 、 中间体 、 产品

及其用量和产量 、 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设备及其数量 、 职

工总数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等。 (5)生产过程中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分析。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类别名称 、

存在部位 、 预测浓度 (强度), 以及可能发生的危害及其危害

程度等分析。 (6)其他与职业卫生有关问题的分析和评价。

包括厂区总平面布置 、 工艺设备布局 、 采暖通风 、 采光照明 、

生活卫生设施等。(7)对设计中拟采取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 、

措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论证和评价。 (8)预防职业病危害的

补充建议。(9)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结论。(10)参考

文献 、 资料。

1.5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

告书送审稿报卫生行政部门审核。

2　专家评审阶段

根据卫生法规要求 , 市卫生行政部门组建天津市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评审专家库 , 依拟评审项目的复杂

程度等情况 , 随机抽取评审专家人选 , 并不得少于 5 人。邀请

市总工会 、 建设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及主管监督员参加评审。

专家组成员在提前审阅的基础上 , 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报告的依据 、 方法 、 内容 、 结论和建议的合理性 、 完整

性 、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等予以公正的审定 , 出具专家组审定

意见并签字。

3　修订成册阶段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据专家组审定意见对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进行修订成册后 , 加盖公章上报卫

生行政部门 , 作为职业卫生专项审批认可的技术依据 , 同时

提交给建设单位 , 作为修改和完善设计的依据 。

上述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程序 , 其显著特点是规

范化。既能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准确 、 科学 、 严谨的评

价结论 , 又为建设单位提供良好的职业卫生服务 , 使新建项

目从一开始就能为职工提供一个卫生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4　体会

4.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规定 , “建设单位应

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 委托职业病危害评价机构进

行建设项目预评价” 。1996年以来我市有 81 个建设单位按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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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职业病防治条例》 规定在初步设计阶段 (“规范” 为可行

性研究阶段)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了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 , 预评价机构按照编制送审 、 专家评审 、 修订

成册三个阶段实施 , 使 90%的项目完善了初步设计 , 使建成

后的职业病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 积累了经验。

4.2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中类比资料的选用 , 应标明出

处 、 时间 、 卫生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 尤其注明检测时生产条

件 , 要有可比性。如 2001 年某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中提出

类比资料是 1995年该项目一期验收时的检测报告 , 而未对验

收后日常检测报告进行调查分析 , 不能说明卫生防护设施运

行几年后是否有效 , 对该项目选用相同卫生防护设施的效果

可行与否 , 没有较强的说服力 , 缺乏借鉴作用。

4.3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技术水平有待提高。长期以来 , 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仅限于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来预

测劳动条件的优劣 , 忽视了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可能接

触职业病危害浓度 (强度)的高低 、 时间长短和劳动强度大

小之间相关关系的评价 , 忽视了不良工作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

忽视了工作相关疾病的评价 , 更忽视了对管理 、 保健措施的

评价。目前 , 国际上最为关注的是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的

评价。有鉴于此 , 应该对职业病危害的预评价从评价内容 、

方法和评价报告编写有一个新的理解 , 特别是预评价的技术

更要吸收引进国内外其他专业先进 、 成熟的评价技术 , 以提

高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技术水平。

4.4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中 “补充建议” 的章节在撰写

上 , 应注意陈述的清晰性。针对存在问题 、 产生的原因要分

析透彻 , 提出的建议要具有投资少 、 简便易行 、 防护效果改

善明显的特点 , 特别是对管理上存在的不足 , 意见要切中要

害 , 有良好可操作性 , 指导建设单位完善管理机制。这一部

分直接体现了职业卫生服务的价值所在。

4.5　关于专家组成员的确定。目前 , 我市作法是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将预评价报告书送审稿上报卫生行政部门后 , 由

卫生行政部门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5 位评审专家。我们认为 ,

此工作应借鉴准司法实践中 “仲裁” 的做法 , 由市卫生行政

部门设立相关的专家库 , 需要评审时 , 由建设单位或者建设

单位委托有关卫生行政部门从专家库中以随机抽取的方式确

定参加评审的专家 , 以体现评审的公正性。

4.6　注重宣传与监督并举。卫生行政部门要向建设单位宣传

职业卫生法规和卫生法律 , 解答职业卫生方面的咨询 , 建设

单位执行卫生法律 、 法规 、 规范 , 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 接受预防性卫生监督。 随着监督覆盖面

的增加和执法力度加大 , 自然推动预评价工作的发展。

4.7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 尽快修订 《天津市卫生防疫防治机

构服务收费标准》 , 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列为收费项

目 , 制订具体收费标准 , 以便规范技术服务部门的市场行为。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的实施 , 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制度纳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 , 自然

推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向前发展 , 同时也面临

新的挑战 , 应需不断努力创新 , 继续探索新形势下的预评价

工作程序 , 不断加以完善。

甲胺生产工程竣工验收卫生预评价报告

Report on the industrial hygienic evaluation of the completion inspection to a methylamine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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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甲胺生产工程作业场所进行劳动卫生学调查 ,

结果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该工程卫生综合评

价指数小于 1 , 评价分级为Ⅰ级 , 综合卫生预评价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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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甲胺工程是以鲁南化肥厂为依托 , 某镇政府和鲁南化

肥厂联合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化工企业 , 总投资3 000余万元。

该工程 1998年 1 月建成 , 实现投产后第 1 年达标。为了解整

个工程的劳动卫生状况和卫生防护措施的效果 , 滕州市卫生

防疫站于1999年3月对该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预评价 , 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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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调查了解工程的概况 、 工艺流

程 、 接害情况及防护措施。

1.2　生产性有害因素监测及检验　按照卫生部 《卫生防疫工

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第 3

版)进行监测检验。

1.3　评价标准　根据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

用综合指数 (I= (Pi)max·(Pi)/ N , Pi=Ci/ Si)作为卫

生预评价指标。

1.4　职业健康体检项目　内科 、 五官科 、 心电图 、 胸透 、 血

液检查 、 尿常规。

2　结果分析

2.1　一般情况

甲胺生产主要原料为甲醇和液氨 , 年生产4 000吨混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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