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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

名称 
宜曼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市宜山路 1999号科技绿洲三期 23号楼 12F、13F 

联系人 苏彦文 

项目名称 培训中心创建项目 

项目简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宜曼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委托了上海建

科检验有限公司编制了《宜曼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培 训 中 心 创 建 项 目 职 业 病 危 害 预 评 价 报 告 》

（11YP201909000190003），并于2019年9月通过了专家组

的评审；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宜曼达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创建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专篇》（ZP028-190026），并于2019年9月通过了专

家组的评审。 

目前该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为保护劳动者

健康及其相关权益、预防职业病，在正式投入运行前，

宜曼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

司对该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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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氧化钠、异丙醇、乙醇胺、氯化氢

及盐酸、叠氮化钠、N，N-二甲基甲酰

胺、甲酰胺、氯化四甲铵、丙三醇、

二甲亚砜、聚乙二醇叔辛基苯醚、巯

基乙醇、异噻唑啉酮、三(羟甲基)氨

基甲烷、乙醇、次氯酸钠、聚氧乙烯

失水山梨醇脂肪酸酯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氢氧化钠 2 2 100% 

叠氮化钠 2 2 100% 

氯化氢及盐酸 1 1 100% 

二甲基甲酰胺 1 1 100% 

异丙醇 1 1 100% 

乙醇胺 1 1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吴松刚、杨琦 

现场调查时间 2019年9月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慕海东、薛春等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19年11月8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苏彦文 

评价结论

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

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规定，本项目属于第

五类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一）研究和试验发展，分

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建议： 

1）针对化学品储存和管理的建议 

⑴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应当储

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内，并由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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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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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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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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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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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到位而遭到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影响。 

（2）公司必须确立负责检修保养部门和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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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1：专家评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