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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智能汽车安全试验室改

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智能汽车安全试验室改扩建项目 

项目简介 

1）企业简介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简

称：公司），是由原事业法人单位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于 2016 年 8 月 18日改制后成立的，坐落在嘉定区于田

南路 68 号上海国际汽车城区域内，是在整合上海地区

原有汽车、摩托车的检测资源基础上，采用多元投资方

式组建的第三方公正性地位的国家级机动车产品权威

检测机构。检测技术服务能力覆盖汽车、摩托车、新能

源汽车、各类零部件产品，开展车辆安全、环保、节能

和防盗等各项强制性项目的检测，各类研发性的检测试

验及技术研究，开展包括车辆碰撞安全性、NVH（噪声、

振动、声振粗糙度）、发动机系统匹配、车辆道路综合

性能及可靠性、电磁兼容性、各类零部件及材料的环境

及耐候性等研发检测试验。 

公司占地总面积为 127211.8m2，基地建设遵循“一

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2003 年建成一期项目，主要建有：综合楼、试验

楼 1，试验车间 2、碰撞试验车间、耐久试验室、能源

中心、门卫、停车棚及相关配套设施。 

2007年底完成二期项目第一阶段建设，主要建有：

试验楼 3、试验楼 4、耐久试验室 2、二期停车棚及相

关配套设施。 

2010 年底完成二期项目第二阶段的建设，主要建

有：试验车间 2扩建、碰撞试验车间扩建及相关配套设

施。 

2015 年完成三期项目的建设，主要建有：客户服

务中心大楼、试验楼 5、耐久试验楼 3、油罐区（含油

泵棚及桶装油品库）、门卫 2、行人保护试验室及相关

配套设施。 

2）项目由来 

根据汽车安全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在汽车安全



领域的评价能力与试验能力，对汽车安全领域加大投

入，完善对汽车主被动安全的试验评价体系，建立智能

汽车主动安全方面的新技术，为国内企业打破技术壁垒

提供技术支持。近几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出口不断遭

遇“碰撞门”事件，“碰撞门”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

制造的国际形象。近年来，欧盟采用或提出大量的车辆

技术要求和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法规和评价指标为

Euro-NCAP 评价法规，Euro-NCAP 评价法规拟引入车对

车的正面偏置试验内容，增加该方面的试验能力，服务

国内企业对于国内的汽车安全技术的推动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国是客车产销最大的国家，也是客车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国家，近年来客车正面碰撞、

翻滚交通事故己经引发了多起群死群伤的恶劣影响。建

立一套能够完成大客车正面碰撞的碰撞牵引系统，对提

高我国的客车安全性至关重要。基于以上三方面并同时

考虑国外先进的汽车安全技术发展，同时为了响应国家

《中国制造 2025》战略纲领的实施，支持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智能汽车发展，根据汽车安全的发展趋

势，进一步提升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评价能力与试验能

力，完善对汽车主被动安全的试验评价体系，建立智能

汽车主动安全方面的新技术，为国内企业打破技术壁垒

提供技术支持。公司决定扩建智能汽车安全试验室，改

造原碰撞试验车间并建设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名称为智

能汽车安全试验室改扩建项目。 

该项目于 2019年 1月 15日取得上海市嘉定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文件，

该 项 目 代 码 有 2 个 ， 上 海 代 码 ：

310114MA1GTJ70820171D3101002 ， 国 家 代 码 : 

2017-310114-74-03-017387。 

建设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于田南路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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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

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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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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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粉尘、混凝土粉尘、金属粉尘、电焊

烟尘、沥青烟、苯、甲苯、二甲苯、甲醛、

溶剂汽油、煤焦油、乙酸乙酯、乙酸丁酯、

铅烟、汞、镉、甲苯二异氰酸酯、锰及其

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

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合物、臭氧、

电焊弧光、噪声、高温、工频电场、全身

振动、局部振动等 

检测结果 - 

现场调查、

采样、检测

的专业技

术人员 

杨明进 

建设单位

陪同人员 
孙俊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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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5 

评价结论与

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 本建设项目的选址、总平面布局、工艺及设备布局、

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建筑卫生学设计、辅

助卫生用室等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等的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 

本报告提出了针对现场噪声控制、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
标识，以及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建议。 

通过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卫生

防护措施是可行的，但还有不足之处；若在初步设计和

施工设计阶段能够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及的各项职业卫

生防护措施建议，保证职业卫生资金的投入，项目投产

后加强职业病的防治管理，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情况下，

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本项

目从职业病预防的角度来考虑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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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碰撞试验中噪声的建议 

项目中整车碰撞试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瞬间值达到 110

分贝的爆震性噪声。对于整车碰撞过程中噪声的防护必

须引起该公司的足够重视。项目日常运行中应认真检查

落实控制室隔声措施的有效性，并在制度上严格管理试

验人员，避免碰撞过程中误入试验现场接触噪声。 

3.1.2 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

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 号）的要求，组织

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

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

的职业健康检查率应达到 100%。 

3.1.3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监测 

1）项目投入运行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对存在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进行登记，建立台账，确定

监测点。 

2）建议该公司每年委托取得省级以上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检测点的覆盖面、检

测指标应根据相关职业卫生规范及标准，检测点应具有

代表性，并建立健全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档案。 

3）检测、评价结果应当依法向劳动者公布，并在取得

检测、评价结果后，按时报送企业所在地的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部门。 

4）检测中发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超标的设备

和岗位，要及时查找原因，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必要时

更换设备，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 

3.1.4 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在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等。 

3.1.5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该公司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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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号）第十一条的内容，

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一）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二）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四）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五）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七）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八）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十）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十一）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十二）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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