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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竹园白龙港污水连通管工程项目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名

称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

址 

①竹园白龙港污水连通管：竹园污水调蓄池→海徐路→航津路→华东路→港

绣路→港建路→人民塘路（随塘河）→白龙港污水处理厂；②新 6号泵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塘路向阳南路交叉口 

联系人 潘唯 

项目名称 竹园白龙港污水连通管工程项目 

项目简介 

竹园白龙港污水连通管工程项目于2020年7月16日取得上海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对该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批复文件为沪发改环资〔2020〕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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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

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为保护劳动

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预防职业病，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

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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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气（硫化氢、氨、甲硫醇、甲硫醚、乙硫醇、苯

硫醇、二氧化硫、丙烯醛、甲醛、乙醛、苯、甲苯、

二甲苯、乙苯、苯乙烯、二氯乙烷、二氯甲烷、三

氯甲烷、丙酮、乙酸、二硫二甲烷、硫化二苯、烯

丙基硫醇、吲哚、二丁基胺、乙基胺、甲胺、三甲

胺、甲烷等）、六氟化硫、氟化亚硫酰、氟化硫酰、

四氟化硫、二氟化硫、氟化硫、氟化氢、十氟化二

硫、十氟化二硫一氧、氢氧化钠、噪声、高温、工

频电场等；如有进入污水处理池、井、地下空间等

进行巡检、维护、清淤作业，均可能涉及有限空间

作业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 / / / 

    

    

    

    

    

现场调查专业技术人员

名单 
/ 



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采样、检测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 

评价结论与

建议 

评价结论： 

本项目行业分类属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市政

设施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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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根据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风险程度分析以及拟采取的的防

护措施，将本项目定性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建议 

1）关于预报值、警报值、高报值的设定：本项目考虑了Z1～Z6闸门井、南

干线泵房、连通管泵房、格栅间设置固定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装置（检

测硫化氢、氨、甲烷、氧气），并为巡检岗位配备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

报警装置（检测硫化氢、氨、甲烷、氧气等），在35kV变电站及管理用房～

配电间设置六氟化硫检测报警装置，应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GBZ1-2010 ）、《 工 作 场 所 有 毒 气 体 检 测 报 警 装 置 设 置 规 范 》

（GBZ/T223-2009）、《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 T 

194-2007）等相关规定，毒物报警值应根据有毒气体毒性和现场实际情况至

少设警报值和高报值。预报值为MAC或PC-STEL的1/2，无PC-STEL的化学物质，

警报值可设在相应超限倍数值的1/2；警报值为MAC或PC-STEL值，无PC-STEL

的化学物质，警报值可设在相应的超限倍数值；高报值应综合考虑有毒气体

毒性、作业人员情况、事故后果、工艺设备等各种因素后设定。 

2）关于检测报警装置安装位置：建议检测报警装置应设在可能释放有毒气

体的释放点附近或人员经常活动处，如输送泵、阀门、法兰以及设备易损害

部位等处。另外，与有毒气体释放源场所相关联并有人员活动的沟道、以及

易聚集有毒气体的死角等处也宜设置检测报警点。“室内”检测报警点应设

在与有毒气体释放点距离1m以内；若有毒气体的密度大于空气密度时，检测

报警点的位置应低于释放点；反之，应高于释放点。“室外”检测报警点应

设在与有毒气体释放点距离2m以内。 

3）关于事故通风装置： 

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应与事故通风装置相连锁的，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a）事故通风宜由经常使用的通风系统和事故通风系统共同保证，但在发生

事故时，必须保证能提供足够的通风量。事故通风的风量宜根据工艺设计要

求通过计算确定，但换气次数不宜＜12次/h。 

b）事故通风通风机的控制开关应分别设置在室内、室外便于操作的地点。 

c）e）事故排风的吸风口，应设在有毒有害物质散发量可能最大的地点。当



事故发生向室内放散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和蒸汽时，吸风口应设在地面以上

0.3m～1.0m处；放散密闭比空气小的气体和蒸汽时，吸风口应设在上部地带，

且对于可燃气体和蒸汽，吸风口应尽量紧贴顶顶棚布置，其上缘距顶棚不得

大于0.4m。 

d）事故排风装置排风口的设置应尽可能避免对人员的影响： 

——事故排风装置的排风口应设在安全处，远离门、窗及进风口和人员经常

停留或经常通行的地点； 

——排风口不得朝向室外空气动力阴影区和正压区； 

4）运营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编制生产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并应结合实

际情况，针对可能发生的硫化氢、氨等中毒、职业中暑等事故制定专项应急

救援预案；对于硫化氢、氨等中毒危险性较大的重点岗位，制定重点工作岗

位的硫化氢、氨等中毒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5）专项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要素：事故特征及危险程度分析、应急组织机

构及职责（应急组织体系、指挥机构、职责）、预防与预警（危险源监控、

预警行动）、信息报告程序、应急响应（响应分级、响应程序、处置措施）、

应急保障等，以及必要的附件。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应急救援预案适时修

订。现场处置方案应当包括：危险性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特征、应急处置

程序、应急处置要点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6）运营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演

练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做好演练过程的记录和总结。 

7）应急备品中防护装备可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

附录A表A.3配置。急救用品应存放在临近作业场所的地方，一旦发生事故，

能够快读获取，应使劳动者掌握如何使用急救用品。现场应急救援设施应是

经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合格的产品，应安全有效，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责任到位，有人负责，定期检查，及时维修或更新，保证现场应急救援设施

的安全有效性。急救用品存放地的醒目位置应有警示标识，确保劳动者知晓。 

技术审查专

家组评审意

见 

1.补充和细化涉及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措施及应急救援措施 

2.补充氢氧化钠装卸、滤料更换的作业方式及防护措施 

3.专家组提出的其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