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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改扩建项目 

项目简介 

1）企业概况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系上汽集团下属华域汽车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工集团下属航天科工海鹰集

团有限公司及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公

司，注册地为上海,主要研发、生产、销售各类车用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 

2）项目背景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在宝山工业园区内注册子

公司“华域汽车电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即建设

单位）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租赁原太平洋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宝山工业园金石路881号的

现有2幢厂房作为生产基地。为迎合市场实际需求，企

业拟投资30000万元在现有2幢厂房北面预留区域新增

MEB-圆铜线转子线、MEB-圆铜线定子线、大、小电轴定

子线、大、小电轴转子（含IEDS转子）线等共4条生产

线，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核心零部件，即本项目。 

建设单位于2019年12月26日取得了华域汽车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批准华域汽车电动系统（上海）有限公

司大众MEB项目配套电机产能建设（二期）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通知》（华域规[2020]4号）。 

建设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金石路881号2幢厂房 

建设项目存

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本项目在生产运行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 

噪声、激光辐射、高温、铜烟、

五氧化二磷、乙醇胺、高精炼基

础油、C15-30润滑油、C12-20异

链烷烃、异十八酸与四乙二胺缩

合物的反应产物、加氢处理重石

脑油、金属粉尘、二甘醇胺、乙

烯基甲苯、甲基丙烯酸酯类、环

氧树脂、辛基缩水甘油醚、1,4-

丁二醇二缩水甘油醚、聚丙烯乙

二醇、对异丁苯缩水甘油醚等 



本项目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 

噪声、粉尘、工频电场 

检测结果 - 

现场调查、采样、检

测的专业技术人员 
陈浩、张政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凌国华、汪涛 

现场调查、采样、检

测的时间 
2020.1.20（类比项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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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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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以下评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项目结合生产工艺采取了

防尘毒、防噪声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拟采取的防护

措施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和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194-2007)等的相关要求。 

2）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拟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符合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的要求。 

3）应急救援措施：建设单位建立有应急救援预案，拟

设急救药箱、洗眼设施，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要求。 

4）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生产工艺自动化程度

较高，各作业区域相对分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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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筑卫生学：本项目所在的车间采用自然采光和人

工照明相结合的采光方式；八层扁铜线电机车间、圆铜

线电机定子车间、圆铜线电机转子车间拟采取机械送风

+回风的通风方式，利旧的绝缘处理间 2 采取全新风送

风+机械排风的通风方式，利旧的台架测试间采取全新

风送风+分体式空调的通风方式。车间设计照度值、换

气次数、气流组织等建筑卫生学参数符合《工业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建

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6）本项目利旧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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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职业卫生管理：本项目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由人力

资源部负责，配有 2 名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设

单位制定有较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8）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本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投

资概算约 137 万元，具体包括防护设施及维护保养、职

业卫生培训、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卫生“三

同时”费用、职业健康监护、个人防护用品配置、应急

救援设施配置等，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本报告提出了针对应急救援措施、化学品储存和管理、

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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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阶段能够

认真落实拟采取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和本报告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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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善应急救援措施的建议 

绝缘处理间和圆铜线电机转子车间拟设洗眼设施，洗眼

设施应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选用不断水的应急洗眼装置。洗眼

设施应有清晰的标识，并按照相关规定定期保养维护以

确保其正常运行；应靠近可能发生相应事故的工作地

点，服务半径一般在 15m 范围内，需保证在发生事故时

劳动者能在 10 秒内得到冲洗。 

在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还应根据本项目可能发生的

职业病危害事故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应急救援预案。 

2）化学品储存及使用和管理建议 

（1）项目中化学品的储存应由专人负责管理；使用的

化学品应根据生产需求及计划，按照最低量进行购买、

储存、登记。 

（2）隔离存放：应根据化学品的不同类别和性质进行

隔离存放，以避免发生火灾、爆炸等情况。不相容化学

品清单，请参考化学品禁忌配伍表。化学品使用结束后，

应返回至原地点进行存放。甲乙类化学品存放时，应远



离火源或易燃材料。所有具有腐蚀性的化学品的存放高

度不应高于平视的视线高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有

害废物，应使用专用密闭容器储存，并交由专业机构集

中处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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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执行标准文件等均应存档，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应同时存放在相应的物料使用、

存放等区域，并对职工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

安全标签和掌握有关应急处理方法、自救措施以及安全

使用化学品的能力。 

（4）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料、产

品，要做到严密包装，用具、器材、容器应坚固，符合

运输安全要求，防止在运输中破损、外逸或扩散。 

3）职业卫生培训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

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的

要求，建设单位应做到如下几点。 

（1）应当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

所需的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用在生产成本中据

实列支。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计

划、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

实责任人员。 

（2）要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并将本单位年度培

训计划、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

培训证明，以及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

监测人员培训情况等，分类进行归档管理。 

（3）要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

训内容和培训学时，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用人

单位，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主要培训

内容如下： 

a.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

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



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 

b.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

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

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病危害

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

行。 

c.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

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

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

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

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 学时，

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 课时。 

d.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

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

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

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4）职业健康检查 

根据调查资料，该企业能够按照相关要求开展职业健康

监护工作，类比项目的体检人数覆盖全部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岗位，职业健康检查率为 100%，检查项目符合实

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在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

可依照现有的要求继续做好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之劳动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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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审查专

家组评审意

见 

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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