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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建设单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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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王迎雪 

项目名称 电磁环境效应试验室建设项目 

项目简介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创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国

内唯一的大中型民用飞机设计研究所。2008年 5月 11日，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上海飞机

设计研究所整建制进入中国商飞公司，称中国商飞公司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2009 年 10 月 20 日，根据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机构编

制调整的批复》，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正式更名为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上

飞院”）。 

四十多年来，上飞院完成了国家大量民用飞机科研

与型号设计任务。曾成功地设计了第一架大型干线客机

——运十飞机，该飞机曾七次飞抵拉萨；曾与陕飞联合

设计了运八气密型飞机；全程参加了美国麦道公司超高

涵技术任务及国际合作项目，出色地完成了中美合作生

产 35 架 MD-82/83 和 2 架 MD-90 干线客机联络工程和适

航任务。目前上飞院主要承担新支线飞机、C919 飞机、

远程宽体客机三个系列飞机的设计研发、试验、关键技

术攻关的任务。  

截止 2018年 6月，上飞院共有 15个职能部门、4个

工程技术所（下设 25个设计研究部）、4个总部延伸机构。



涵盖飞机设计顶层需求、总体技术方案、全机架构综合

权衡，飞机气动、机体结构、动力燃油系统、环控氧气

系统、液压起落架系统、电子电气与控制系统设计，载

荷、有限元、强度设计分析，标准材料研究，试验验证，

适航工程，市场研究，构型管理等多个专业。 

C919 飞机是我国首架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根据

C919 飞机试验工作分工，上飞院作为国家大型民用航空

器研制的总师单位，在飞机系统、整机研制与适航审查

阶段，需要开展闪电、高强度辐射场、电磁兼容等试验。

由于上飞院未进行过民用航空器系统闪电、HIRF 试验、

电磁兼容试验专业的试验条件与能力建设，存在闪电、

系统 HIRF防护、电磁兼容试验的适航取证试验能力及相

应的试验技术体系缺失等问题，无法为 C919飞机的研制

保障提供支撑。其中，室内高强度辐射场试验、室内关

键部件电磁兼容试验频率较高、外协存在困难，从保障

C919 飞机研制进度和兼顾未来大中型民机研制需要的角

度出发，需要在上飞院新建室内高强度辐射场试验室、

室内关键部件电磁兼容试验室。本项目围绕 C919飞机研

制过程中上飞院开展的高强度辐射场、电磁兼容等关键

试验任务，从室内高强度辐射场试验条件、室内关键部

件电磁兼容试验条件两方面进行建设，具备系统电磁环

境效应试验验证能力，以满足现阶段 C919飞机研制试验

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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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

与建议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高

频电磁场、超高频辐射、微波辐射、噪声、工频电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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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行业分

类属于“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职业病危害风险

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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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护

设施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 

2）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研究院拟为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人防护用

品，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的要求。 

3）该研究院建立了安全应急预案，混响室、电磁兼

容暗室屏蔽门在试验过程中误操作打开，会有环境联动

急停动作，并设有声光报警装置。 

本项目混响室、电磁兼容暗室的屏蔽门不关闭无法

加载场强环境，在试验过程中误操作打开屏蔽门会有环

境联动急停动作，并设有声光报警装置进行报警。 



 

4）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生产工艺成熟，所

选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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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所在建筑采光以自然采光为主，辅以人工

照明。建筑通风主要采用集中空调系统和机械排风。建

筑设计卫生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各场所设计

照度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的相关

要求。各个功能区域或房间的换气次数的设计参数均符

合《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的

要求。暖通设计中的新风量参数、新排风口位置符合《采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和《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 

6）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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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由综合保障部、试验验证中心

及各职能部门负责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制定职业卫生规

章制度，职业健康体检制度、职业病危害申报及告知等。 

8）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该研究院职业病防护设

施投资概算约为 330 万元，具体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与评价、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个体防护用

品配置、应急救援设施配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配置、

防护设置维护保养等，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本报告提出了针对应急救援、现场防毒管理、现场

噪声控制、防护设施检维修、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

害因素定期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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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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