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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奔驰）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名

称 
上海冠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

址 
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 801号 

联系人 黄静 

项目名称 （奔驰）项目 

项目简介 

上海冠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从事汽车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

零配件、汽车装饰品、润滑油的销售、一类机动车维修等，公司于2013年5

月租用位于汶水路801厂房从事汽车销售和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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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

年9月委托了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对上海冠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奔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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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苯、乙酸-1-甲氨基-2-并基酯、乙酸-2-丁氧基乙

酯、1,6-二异氰酸根合己烷的均聚物、不饱和聚酯

树脂、滑石粉尘、碳酸钙粉尘、二氧化钛粉尘、铁

及其化合物粉尘、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四氟乙烷、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电焊弧光、

噪声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其他粉尘（氧化

铁粉尘） 
1 1 100% 

氧化铝粉尘 1 1 100% 

其他粉尘（腻子

粉尘） 
1 1 100% 

电焊烟尘 1 1 100% 

一氧化碳（非高

原） 
1 1 100% 

苯 1 1 100% 

甲苯 1 1 100% 

二甲苯 2 2 100% 

乙苯 2 2 100% 

乙酸丁酯 2 2 100% 

苯乙烯 1 1 100% 



锰及其无机化合

物（按 MnO2 计） 
1 1 100% 

二氧化氮 1 1 100% 

臭氧 1 1 100% 

电焊弧光 1 1 100% 

噪声 4 4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术人员

名单 
吴松刚等 

现场调查时间 2019.10.10 

现场采样、检测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慕海东等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19.12.25~2019.12.27 

建设单位陪同人 黄静 

评价结论与

建议 

评价结论： 

本项目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

业/汽车修理与维护，行业代码O-8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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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风险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建议： 

1）针对工程防护措施的建议 

本项目调漆房内未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应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10）的要求，为调漆房内设置局部排风装置，设置的吸风排毒设

置应遵循遵循形式适宜、位置正确、风量适中、强度足够、检修方便的设计

原则，罩口风速或控制点风速应足以将发生源产生的尘、毒吸入罩内，确保

达到高捕集效率，并根据《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T12801-2008）

的要求对吸风排毒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和检修，使吸风排毒设置处于正常状

态。排风罩应根据《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的要求

（GBZ T 194-2007），有毒有害物质被吸入排毒罩口的过程，不应通过操作

者的呼吸带，排毒要求的控制风速在0.25m/s~3m/s之间。 

2)针对职业健康检查的建议 

本项目未对电焊岗位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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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号（2012

年））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要求，严格执行职业

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应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

如实告之劳动者。 

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作业；不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组织疑似职业

病病人进行职业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妥善安置职业病病人。按《职业健康

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规定确定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安排职



工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健康检查，在岗期间检查发现异常者，应

按规定的要求及时进行复查。 

建立职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规定期限妥善保存。档案内容包括职

工的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和

职业病诊疗等个人健康资料等。 

劳动者健康出现损害需要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

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 

技术审查专

家组评审意

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