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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 ４２９ 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分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ｏｆ ４２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５

聂云峰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要：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已完成的 ４２９ 项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的评价时间、 性质、 危害程度、 经济类

型、 行业分布等信息运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４２９
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中， 预评价 ２４０ 项 （５５ ９４％），
控制效果评价 １８９ 项 （４４ ０６％）； 各年度职业病危害评价报

告所占份额大致相当。 新建项目 ２０４ 项 （４７ ５５％）， 其中技

术改造项目 １１４ 项 （２６ ５７％）、 改建项目 ６５ 项 （１５ １６％）、
扩建项目 ４３ 项 （０ ０２％）、 技术引进项目 ３ 项 （０ ７０％）。 职

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２８５ 项 （６６ ４３％）， 职业病危害一

般和轻微项目 ７２ 项 （２２ ７８％）。 企业经济类型主要以国有全

资 （２９０ 项， ６７ ６０％） 为主； 行业分布主要为化学原料及化

学品制造业，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共占 ４４ ７６％。 提示我省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项目性质、 职业病危害分类、 企业经济类型、 行业分布不均

衡， 应加强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监督管理， 促进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评价， 消除职业病危害潜在的隐患。
关键词： 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 评价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７）０６－０４５５－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２１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预

防控制新建、 扩建、 改建和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项目 （以下

统称 “建设项目” ） 产生的职业病危害， 保证建设项目职业

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 （简称 “三同时” ）， 我们对从 《职业病防治法》 颁

布实施以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１４ 年间进行的 ４２９ 项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进行回顾和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编制的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共 ４２９
份。 对建设项目的年份、 性质、 危害程度、 经济类型、 行业

分布等信息运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年度分布情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各年度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所占份额

大致相当。 ２００３ 年评价项目最少 （１４ 项）， ２００９ 年评价项目

最多 （４８ 项）， 平均 ３０ ６ 项 ／年， 评价项目年度分布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评价项目年度分布

２ ２　 建设项目性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建设项目绝大多数为新建项目 （４７ ５５％），
依次为技术改造项目 （２６ ５７％）、 改建项目 （１５ １６％）、 扩

建项目 （１０ ０２％）、 技术引进项目 （０ ７０％）。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评价项目性质 项（％）

项目性质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合计

新建 １２６ （６１ ７６） ７８ （３８ ２４） ２０４

改建 ３８ （５８ ４６） ２７ （４１ ５４） ６５

扩建 ２１ （４８ ８４） ２２ （５１ １６） ４３

技术改造 ５３ （４６ ４９） ６１ （５３ ５１） １１４

技术引进 ２ （６６ ６７） １ （３３ ３３） ３

合计 ２４０ （５５ ９４） １８９ （４４ ０６） ４２９

２ ３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程度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的建设项目分类依据卫生部令第 ４９
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结果显示， 职业病

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２４４ 项 （７７ ２２％）， 职业病危害一般和

轻微项目共 ７２ 项 （２２ ７８％）。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建设项目分类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监

总安健 〔２０１２〕 ７３ 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

录 （２０１２ 年版） 》。 结果显示， 职业病危害一般、 较重和严

重的建设项目分别为 １５ 项 （１３ ２７％）、 ５７ 项 （５０ ４５％）、 ４１
项 （３６ ２８％）， 见表 ２、 表 ３。

表 ２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评价项目职业病

危害程度分析 项（％）

危害程度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合计

轻微 ０ 　 　 　 ２ （１００） ２

一般 ４５ （６４ ２９） ２５ （３５ ７１） ７０

严重 １３１ （５３ ６９） １１３ （４６ ３１） ２４４

合计 １７６ （５５ ７０） １４０ （４４ ３０）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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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评价项目

职业病危害程度分析 项（％）

危害程度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合计

一般 ７ （４６ ６７） ８ （５３ ３３） １５

较重 ３０ （５２ ６３） ２７ （４７ ３７） ５７

严重 ２７ （６５ ８５） １４ （３４ １５） ４１

合计 ６４ （５６ ６４） ４９ （４３ ３６） １１３

２ ４　 建设项目经济类型

按照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Ｔ１２４０２—２０００）， 企

业经济类型分类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评价项目经济类型 项（％）

经济类型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合计

国有全资 １７７ （６１ ０３） １１３ （３８ ９７） ２９０

有限责任 ４６ （５３ ４９） ４０ （４６ ５１） ８６

股份有限 ２３ （６５ ７１） １２ （３４ ２９） ３５

私有企业 ４ （５７ １４） ３ （４２ ８６） ７

中外合资 ７ （６３ ６４） ４ （３６ ３６） １１

合计　 　 ２５７ （５９ ９１） １７２ （４０ ０９） ４２９

２ ５　 行业分布

表 ５ 可见， 建设项目所属行业分布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品

制造业，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为主， 这与湖南省目前整体产业结构基本一致。
表 ５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评价项目行业分布 项（％）

行业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构成比 （％）

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 ４０ （１６ ６７） ２９ （１５ ３４） １６ ０８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３９ （１６ ２５） ３０ （１５ ８７） １６ ０８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４ （１０ ００） ３０ （１５ ８７） １２ ５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７ （１１ ２５） １７ （８ ９９） １０ ２６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１８ （７ ５０） １０ （５ ２９） ６ ５３

仓储业 １５ （６ ２５） ９ （４ ７６） ５ ５９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８ （３ ３３） １１ （５ ８２） ４ ４３

烟草制品业 ９ （３ ７５） ９ （４ ７６） ４ ２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 （２ ９２） ７ （３ ７０） ３ ２６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４ （１ ６７） ８ （４ ２３） ２ ８０

金属制品业 ７ （２ ９２） ４ （２ １２） ２ ５６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６ （２ ５０） ５ （２ ６５） ２ ５６

管道运输业 ６ （２ ５０） ５ （２ ６５） ２ ５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５ （２ ０８） ２ （１ ０６） １ ６３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７ （２ ９２） ０ （０ ００） １ ６３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３ （１ ２５） ３ （１ ５９） １ ４０

其他行业 １５ （６ ２５） １０ （５ ２９） ５ ８３

合计 ２４０ （１００） 　 １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讨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制度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预防、 控制、 消除职业病的

根本措施［１］ 。 从建设项目评价报告数年份变化情况看， 建设

项目评价数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部分用人单位法律意识不

强， 为了节省开支， 明知应做而未做相关评价； 还有部分用

人单位对评价工作知之甚少， 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使大部

分建设项目未做相关评价。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评价数量总体来说有增加的趋势。
职业病危害分类严重的项目较多， 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规定职业病危害

项目分轻微、 一般、 严重三类， 但没有出台具体分类办法，
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评价机构在分类时偏于保守， 轻微项

目较少［２］ 。 二是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 监督

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９０ 号令） 规定

职业病危害项目分为一般、 较重、 严重， 取消了职业病危害

轻微的建设项目。 三是两种分类方法依据不同， 《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从职业病危害因素角度进行分类，
重在微观； 而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 监督管

理办法》 从行业角度出发， 重在宏观； 同一建设项目选用不

同的依据常出现不同的分类结果， 导致评价机构和用人单位

意见分歧。 四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管理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 》 对建设项目分类进行了详细

的规定，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但部分没有列出的项目， 评

价机构在分类时便出现就高不就低的分类结果。 因此， 制订

一个操作性更强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标准， 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湖南省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行业分布主要为化学原

料和化学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力、 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 与本省的产业结构有关。 因此， 对 ４２９ 项

建设项目行业分布和职业病危害评价能反映出湖南省的职业

卫生特点和工作重点。
本文所统计分析的评价报告虽然不是全省的建设项目评

价， 但对于建设项目的性质、 危害程度、 经济类型、 行业分

布信息的分析能够了解到湖南省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

特征及整个发展趋势。 通过分析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现

状得知， 我省的评价工作极不均衡， 尚未全面开展， 一方面

可能是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力度不够， 另一方面是建设

项目职业卫生监管尚未形成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动机制和整合

部门间的配合沟通机制。 应督促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创造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工作环境， 以控制和降低职业

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 控制和杜绝职业病的

发生。
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修改前， 建设项目

无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和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有关部门在执

行国家法律法规不到位的情况下， 同样准予立项、 许可、 发

证、 年审和投产运行［３，４］ 。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相关法律、 法

规， 提高和完善职业病防治和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核工作，
要大力宣传 《职业病防治法》， 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职业病

危害项目的监管， 建立一套操作性强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制度，

·６５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第 ３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Ｄｅｃ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６　 　



促进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良好开展， 使预防和防护

措施在源头上得到落实， 真正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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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焦化企业职业危害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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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 调查黑龙江省 ９ 家焦化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情况及职业卫生管理现状。 结果显示， 焦化企业职业

危害严重， 工艺自动化程度低。 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 应

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以改善企业作业环境， 从而保障劳

动者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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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企业生产工艺复杂， 污染物种类多、 数量大， 对居

民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１］ 。 工艺流程主要涉及备

煤、 炼焦、 化产车间及锅炉房、 污水处理站。 为更好地控制

焦化企业的职业危害因素， ２０１６ 年 ６—８ 月对我省 ９ 家焦化企

业进行现场调查， 提出控制重点， 从而为进一步采取有针对

性的预防控制措施， 减轻职业危害风险， 保障劳动者健康提

供技术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黑龙江省拥有焦化企业 ３０ 余家， 主要分布于七台河市、

齐齐哈尔市、 双鸭山市、 鸡西市等地。 本次调查选择了 ９ 家

焦化企业， 其中中型企业 ７ 家、 小型企业 ２ 家， 均设有职业

卫生管理机构和人员。
１ ２　 方法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ＧＢＺ ／ Ｔ１６０）、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调查

仪器有 ＧＣ⁃２０１４Ｃ 气相色谱仪、 ＶＩＳ⁃７２２Ｓ 可见分光光度计、
ＢＴ２５Ｓ 分析天平、 ＧＸＨ⁃３０１１Ａ 便携式红外线一氧化碳分析器、
ＨＳ６２８８Ｂ 噪声频谱分析仪和 ＨＳ５６２８Ｂ 个人声暴露计等。 职业

卫生管理现状调查主要采取职业卫生基础建设评估方式， 从

责任主体、 管理机构、 前期预防、 工作场所管理、 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 教育培训、 健康监管及应急管理 ９ 个方面进行

调查。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结果

焦化企业所涉及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共计 ２４ 种， 其中化

学因素 ２０ 种、 物理因素 ４ 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及分

布见表 １。

表 １　 焦化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车间 生产 ／ 岗位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备煤 煤场、 皮带机、 皮带秤、 破碎机 煤尘、 噪声

炼焦 焦炉地下室、 机焦两侧烟道走廊、 机焦两侧炉门、 加煤

车操作室、 熄焦车操作室、 晾焦台、 炉顶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氨、 硫化氢、 氰化氢、 苯系物、
萘、 酚、 焦炉逸散物、 其他粉尘、 高温、 噪声

化产 地面除尘站、 鼓风机室、 脱硫、 冷凝泵房焦油泵 ／ 氨水

泵、 氨水槽 （露天）、 硫铵、 洗脱苯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氨、 硫化氢、 氰化氢、 苯系物、
萘、 酚、 焦炉逸散物、 硫铵、 三氧化硫、 硫酸、 氢氧化钠、 碳酸

钠、 其他粉尘、 高温、 噪声

公辅设施 污水处理站、 空压机房空压机、 循环水泵房、 锅炉房燃

气锅炉、 变配电系统、 机修、 化验室

二氧化氮、 氨、 硫化氢、 氰化氢、 苯系物、 萘、 酚、 碳酸钠、 盐

酸、 氢氧化钠、 焦炉逸散物、 一氧化碳、 其他粉尘、 电焊烟尘、 臭

氧、 噪声、 工频电场、 紫外线

经检测， 一氧化碳、 煤尘、 其他粉尘、 高温、 噪声等 ５ 种

危害因素浓 ／强度超标。 超标点位为炉顶、 焦炉地下室、 炉底

焦侧巡检位、 煤塔输煤皮带机头、 筛焦楼筛焦机。 其中， 炉

顶的一氧化碳和煤塔输煤皮带机头的煤尘超标倍数最大， 同

时， 一氧化碳和高温超标点位最多， 对作业人员健康危害范

围最广泛 （表 ２～４）。 ５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原因主要是工

艺相对落后， 防护设施配备不足 （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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