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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实验室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

名称 
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中路 1976 号 A 幢 502 室、504室 

联系人 宋煜昕 

项目名称 
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分公司实验室项目 

项目简介 

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租赁上海东捷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中路1976

号A幢502室、504室进行实验室建设。项目建成后主要从

事电子级和生物用高纯高分子过滤器、高分子过滤膜、

纯化高分子薄膜的分析检测，纯化高分子阀门及配件的

分析测试，高分子塑料管的分析和检测，电子制造行业

清洗用化学品的研发测试，项目产业定位为研发测试实

验室，不从事产品生产。 

建设单位于2018年7月取得了上海市外商投资项目备案

证 明 （ 张 江 高 科 技 园 区 管 委 会 ， 上 海 代 码

31011577240763620185E220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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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编

制了《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浦东分公

司 实 验 室 项 目 职 业 病 危 害 预 评 价 报 告 》

（11YP201809000340002，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并

通过了专家组的评审；于2018年10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

有限公司编制《艾微美科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分公司实验室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ZP028-18001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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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微

美科材国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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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丙醇、盐酸、硝酸、过氧化氢、氢

氟酸、N-甲基吡咯烷酮、甲酸钠、丙

酸、硫代硫酸钠、硫氰酸钠、草酸钠、

乙酸钠、二氯甲烷、正己烷、环己酮、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柠檬酸、磷酸、

甲酸、氢氧化钾、高频电磁场、聚丙

烯粉尘、噪声、羟基乙叉二膦酸钠、

氮气、氩气、氧气、氦气、甲烷、氨

等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岗位 

合格 

岗位 

合格率 

（%） 

聚丙烯粉尘 1 1 100% 

丙酸 1 1 100% 

二氯甲烷 1 1 100% 

过氧化氢 1 1 100% 

氨 3 3 100% 

二氧化氮 1 1 100% 

氢氧化钾 1 1 100% 

氯化氢及盐酸 1 1 100% 

氟化氢 2 2 100% 

甲酸 1 1 100% 

正己烷 1 1 100% 

异丙醇 4 4 100% 

磷酸 2 2 100% 

环己酮 1 1 100% 

噪声 2 2 100% 

高频电磁场 1 1 100%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张政、王松阳 

现场调查时间 2020.6.29 

现场采样、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名单 
杨文刚、沈轶峰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2020.7.24 

建设单位陪同人 宋煜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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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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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价结

论： 

1）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本次评价对本项目产

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各个检测点的各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项目结合实验工艺采取了防

毒、防紫外辐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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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适宜、运转良

好，控制效果合格。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本项目为作业人员配备

了防护眼镜、丁腈手套、耐酸碱手套、N95型防尘口罩、

耳塞、实验服、安全鞋等防护用品，现场操作者能自觉、

正确使用各类个人防护用品，符合《用人单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8〕3号）、《呼吸防

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及维护》（GB/T18664）、《个体防护

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

第47号)等的相关要求。 

4）本项目已检测的岗位照度均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的相关要求；各实验室设置了全新风

送风+风机盘管+局部排风的通风形式，气瓶间、酸性物

质储存间、有机物质储存间等设置机械排风+自然补风，

但本项目新风系统的新风口未直接设置在室外空气较清

洁的地点，部分符合《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50019-2015）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相关要求。 

5）经现场调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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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所选实验设备技术先进、

自动化程度较高，各区域按功能分隔，实验工艺及设备

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科

研建筑设计标准》（JGJ91-2019）和《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

1部分：总则》（GB/T27476.1-2014）等的相关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建设单位由主要负责人对职业病防治



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实验室负责人对职业卫生管理提

供全面指导和监督，并配有1名安全员负责具体的职业卫

生管理工作；制定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8）职业健康监护：建设单位有相关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建立有职工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能够按照要求开展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体检人数覆盖全部接触职业病危害岗

位，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

要求。 

9）警示标识：本项目工作场所设置了相应的职业病危害

警示标识，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的相关要求。 

10）应急救援：该公司制定有《浦东分公司实验室项目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职业危害防治制度和操作规

程》等应急救援预案，设置了冲淋洗眼装置、检测报警

仪、化学品泄漏托盘等应急救援设施，符合《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要求。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在今后的运行活动中，如能落实本

报告提出的建议，并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相关

法律法规，持续完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加强执行

与现场督查，则本项目在职业病危害防治方面可以符合

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控

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达到保护作业人员健康的目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针对建筑卫生学的建议 

本项目空调系统的新风口未直接设置在室外空气较清洁

的地点，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GB50019 -2015）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新

风口的设置情况。 

机械送风系统进风口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应直接设

置在室外空气较清洁的地点；近距离内有排风口时，应

低于排风口；进风口的下缘距室外地坪不宜小于2m，当

设置在绿化地带时，不宜小于1m；应避免进风、排风短

路。 

2）本项目主要从事实验研发和检测，实验工艺具有化学

品种类多、用量少的特点。实验室在运营期间可能会根

据研发需求对化学品种类进行调整、变更，可能会涉及

更多的化学试剂或客户样品，因而产生新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因此，应加强对实验研发过程中有毒有害化学品



的跟踪管理。如增加或变更化学品的使用种类，应提前

对新增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分析评价已设

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是否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及时更新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接触情况，做好研发人员的职

业健康监护，并按要求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3）防护设施的维护、检修方面建议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已制定的公司制度，确立负责检

修保养部门和人员，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

等各类防护设施进行维护、检修、检查和更新，定期检

测其性能和效果，如通风橱等排风设施应定期清理排风

管道和高效空气过滤器中粘附的废渣，以保证防护设备

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

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卫

生限值的要求。 

检维修过程中应如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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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及检维修工作的过程中应

做好个体防护和通风措施，防止排风管道中散发出有害

物质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4）职业卫生培训 

用人单位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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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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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 

因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或者岗位调整导致劳

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对劳动者重

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5）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7号）第二十条的要求

对职业病危害作业现场进行每年一次作业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发现浓（强）度超标的岗位，及时查找原

因，立刻整治，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达到国家卫

生标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定期

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日常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可参见本报告。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