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奔驰零部件园区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市亦庄开发区亦柏路与融兴北一街交口西

南 
建设单位联系人 高主任 

项目名称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奔驰零部件园区装焊车间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奔驰零部件园区装焊车间于 2015 年 1 月立项，2015 年 9 月试运行，该车间主要任

务是车身零部件通过中频电阻焊焊接。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0月对北京分公司装焊车间扩建项目进行了立项，

为以后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奠定基础。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奔驰零部件园区装焊车间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包括：电焊烟尘、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苯系物、异氰酸酯类化合物、氰化氢、氰化物、噪声、高温。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姜宏翰 现场调查时间 2017 年 4 月 7 日 

现场检测人员 类比检测 现场检测时间 2016 年 7 月 7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高主任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电焊烟尘、二氧化氮、苯、甲苯、乙苯、一氧化碳、噪声、高温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预期结果 
预计在正常作业条件下，作业人员接触的电焊烟尘、二氧化氮、苯、甲苯、乙苯、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浓度不超标。 

V253 侧围内板左焊工、V253 侧围内板右焊工接触的噪声强度可能会超过国家接触限值。 

其余岗位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该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的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毒理学特征、浓度(强度)、潜在危险性、接触人数、频度、时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发生职业病的危(风)险程度，本项目属于职

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拟建项目在今后工程的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能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工程防护、

应急救援、职业卫生管理等）建议予以落实，预计项目建成后，拟建项目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均能符



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能够满足国家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该项目总体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煤炭工

业矿井设计规范》（GB 50215-2015）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要求。 

该用人单位建筑卫生学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等的卫生要

求。 

该用人单位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项目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11651-2008 等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辅助用室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中的相关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要求。 

建议： 

防毒设施补充措施 

（1）建议在叉车充电区域周围增加隔离设施，将叉车充电房单独隔开布置。 

（2）建议在拟建车间西侧增设送风设施或在焊接作业地点设局部排风设施。 

（3）在满足生产工艺及产品需求的基础上，建议选择相对更加低毒、耐高温、稳定且具有合格产品安全测试报告的密封胶。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建议在拟建车间焊接涂胶区域附近设洗眼装置，防止作业人员皮肤或眼睛意外接触密封胶造成急性伤害； 

（2）建议补充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相关演练方案，并进行演练总结。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要求，补充职业病防护计划和实施方案、职

业病危害事故处理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并加强落实； 

（2）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要求，在作业场所附近设置“噪声

有害”“戴护耳器”“当心有毒有害气体”“戴防毒口罩”警示标识以及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告知卡及聚氨酯粘合剂中文警示说明。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补充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以下各项费用应列入企业的职业卫生投资概算：岗位通风、排毒、隔声降噪、辅助用室设施等；防暑降温及防寒防

冻设施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必要的检测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应急救援及救援设施；职业危害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



培训等。 

其他建议 

（1）按本报告“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内容，完善相关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及相关制度。 

（2）依据相关要求进行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的设计及在竣工验收前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本项目若生产工艺有变更，涉及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需另行评价。 

（4）按规定要求进行上岗前体检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检测，切实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5）建议拟建项目正常运行后应及时向相关安监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并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6）按本报告“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内容，完善相关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及制度。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1.核实评价范围，明确利旧工程内容； 

2.补充完善原辅材料分析，细化该项目电阻焊过程职业病危害分析与评价； 

3.补充完善类比数据，完善可研条件下及采取补充职业病防护措施条件下预测接触水平分析与评价； 

4.进一步完善类比项目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分析； 

5.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符合性、合理性评价的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