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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嘉定区嘉安公路菊城路 288 弄 21号 

联系人 王迎雪 

项目名称 
上海采埃孚转向系统有限公司售后车间（含再制造）制

造能力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简介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

立于1994年11月。1996年9月，公司正式投产开业。随着

业务的发展，公司在烟台、武汉和南京分别设有异地分

支机构，满足中国北方、西南、内陆和华东地区客户需

求。由于外方股东股权变更，2016年7月4日，公司正式

从上海采埃孚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更名为博世华域转向系

统有限公司。 

公司针对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全面调整工厂规划，

进行产品结构的升级改造，并对以下方面造成的生产瓶

颈进行挖潜改造。 

1）产能计划和售后备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随着公司十多年来的发展，尽管转向机的产销量不

断创出新高，但公司产能计划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

场需求。同时由于售后备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致使顾

客抱怨不断。 

2）需开展转向系统的再制造业务 

当前国家大力提倡绿色、环保的循环发展经济，国

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积极推进汽车零部件的再制造。

在汽车行业的售后维修领域，再制造零部件有着广泛的

应用前景。转向系统作为汽车再制造的五大零部件之一，

必须开展相关业务，实现转向系统的再制造。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响应市场的需求，公司决定

借鉴德国ZF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功能较完备的售后车

间，逐步提高备件生产、再制造和样件试制能力，以促

进企业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 

本项目利用原有租赁上海华迅汽车配件公司13#车



间进行改造。 

本项目于2015年1月5日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进行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编制工作（报告编号：

11YP201510000350006）。 

目前该项目已建成，并在2018年12月投入试运行。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紫外辐射、工频电场、乙醇胺、

磷酸三钠、三乙醇胺、脂肪醇聚氧乙

烯醚硫酸盐、烷基酚聚氧乙烯醚、脱

芳烃石油溶剂、脂肪酸二乙醇酰胺、

羟酸胺、脂肪酸硝酸盐、3,3’-亚甲

基双(5-甲基恶唑啉)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乙醇胺 1 1 100 

紫外辐射 1 1 100 

工频电场 1 1 100 

噪声 7 7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杨琦、杨明进 

现场调查时间 2018年11月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慕海东、王之骏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18年11月7日-9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连升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 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

相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

项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

评价结论： 

1）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各检测点职业病危害因

素测定浓度/强度均符合国家限值标准，检测合格率为

100%，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

要求。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结合生产工艺采取

了防噪、防毒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

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形式适宜、运转良好，



控制效果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个人防护用品，符合《个

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的要求。 

4）本项目的采暖、通风、空调、照明达到标准要求，

此次检测各作业点照度均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标准要求。 

5）现场调查，各车间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

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的相关规定。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主要生产工艺先进，

所选测试设备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生产区域与

辅助生活区域相对分隔，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本项目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由人力

资源与行政部负责，配置3名全职人员，制定了职业卫生

规章制度，职业病防治规划和实施方案、职业健康体检

制度、职业病危害申报及告知。 

8）职业健康监护：建立了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劳

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9）警示标识：现场检查，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

识》（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本项目制定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制度，

配备相关应急救援设施。 

综上所述，本项目基本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如能在正式运行过程中落实

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建立健全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

并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则上述措施可以基本控制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人员健康的目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3.1持续改进性建议 

3.1.1针对外包作业的建议 

本项目废液处理为外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

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

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故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资



质的厂家进行作业。需在外包前明确告知待承包企业在

工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职业病危害种类、可能造成的危

害程度等信息，并确认待承包企业具有职业病危害防护

能力。须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职业病防治

职责与义务。 

3.1.2针对化学品管理的建议 

本项目涉及较多清洗液、液压油等，在装卸、储存

和运输时，如有泄漏可能污染作业环境，因此，这些化

学品装卸时应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防止意外

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泄漏，应根据物料特性及时采用

有效的控制和清除方法进行处理。清除泄漏的过程尤其

应加强操作人员严格的个人防护。另外，应加强化学物

储存的管理，不同性质的化学品分类进行存放和标识，

避免急性中毒事故发生。 

购入、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材料前，

应当要求供应方提供中文说明书。说明书应当载明产品

特性、主要成份、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

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

等内容。产品包装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贮存上述物料的场所应当在规定部位设置危险物品标

识。 

3.1.3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的持续改进性建

议 

应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

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7号）第二十条的要求对职

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查找原因，

立刻整治，以确保各种职业危害因素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3.1.4防护措施的维护、检修的持续改进性建议 

1）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

和更新，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并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的维修保养，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卫生限值的

要求。另外，应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防护用品，防止

操作人员因不执行制度而遭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2）公司必须制定各类防护设施的检修保养周期，记

录检修情况及时间，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做好应急处理

等，并做好设备维修时、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防护措施。 

3.1.5职业卫生管理的持续改进性建议 

1）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并定期组织检查实施情况。

如：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

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

作；结合本单位职业病危害的特点，建立考核管理制度

和文字培训资料，组织生产工人必须参加上岗前职业卫

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使工人掌握各

岗位职业病危害特点及相应的个人防护知识，督促劳动

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保证

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

品。 

2）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履行职业危害劳

动合同告知义务，在劳动合同中如实将劳动者在工作中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采取的防护措施

和待遇等告知劳动者，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公司应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并定期组织生产工人进行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使工人熟知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程序，

同时对预案进行及时修订，以提高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4）制定安全卫生检查规范，日常加强检查和督导，

对发现的问题应做好记录、通报和总结，并及时提出改

进意见，防止再次发生；制定符合生产特点的监测监护

方针和计划，以达到识别、评价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以及

保护工人健康的目的。 

3.2预防性告知 

1）健全和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职业病防治

方案，并落实本次评价的各项建议。 

2）建设单位若建筑物功能、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发

生变更时，应再次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变更申报并进行

职业病危害评价。 

3）项目竣工后，其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等有关职业



卫生内容须根据《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并按《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2〕第47号）的要求进行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管理。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