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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格来赛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800 号 

联系人 林飞 

项目名称 
格来赛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生物工艺耗材研发卓越中心项目 

项目简介 

格来赛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其品牌为“Cytiva

（思拓凡）”）成立于2020年1月，是一家生物医药研发与

生产的全球技术和服务提供商。其前身是GE医疗生命科

学事业部，2020年4月由丹纳赫集团收购，现在隶属于丹

纳赫集团旗下的生命科学平台。 

作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先者，Cytiva（思拓凡）致

力于促进与加速全球医疗的发展，年销售额超过33亿美

元，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拥有近7000名员工，全面助力

客户提升研究与生产流程中的速度、效率与能力，赋能

创新型药物的发展和生产，惠及全球患者。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新建1间生物工艺耗材研发卓越中

心(L1W13)，开展一次性耗材（生物培养袋）装配实验和

测试、客户展示及售后维护；另外，由于园区规划的调

整，拟将原位于西三楼（L3W08）的工艺开发实验室搬迁

至西二楼（L2W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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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来赛生命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于202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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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醇、异丙醇、盐酸、氢氧化钠、磷

酸、氮气、二氧化碳、低温、臭氧、

紫外辐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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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政、王松阳 

现场调查时间 2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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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飞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本建设项目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急救

援措施、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

学、辅助用室、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等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报告针对防护设施管理、应急救援、化学品储存和管

理、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职业卫生培训等方面提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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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及的各项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建议，完

善设计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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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加强防护设施管理 

研发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好

个体防护措施。实验开始以前，必须确认万向罩、生物

安全柜等处于运行状态，才能进行实验操作。实验结束

后至少还要继续运行5分钟以上才可关闭通风设施，以排

出管道内的残留气体，也可考虑安装排风时间延时器，

确保通风设施延时运行。 

生物安全柜、万向罩等排风设施应定期检维修，排风管

道中粘附的废渣应定期清理，空气过滤器应定期更换，

以保证防护设施的正常运行；清理及检维修作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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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善应急救援预案 



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针对本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

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管理制度，针对可能发生的化学灼

伤、化学品泄漏、急性中毒等事故，结合实际情况不断

完善和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建设单位还应根据本单位的

事故风险特点，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

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并做好

演练过程的记录和总结。 

3）化学品储存和管理建议 

实验室的化学品储存应由专人负责管理；使用的化学品

应根据实验需求及计划，按照最低量进行购买、储存、

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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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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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使用结束后，

应返回至原地点进行存放。 

4）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 

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相关要求，在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等。 

5）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监测 

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定期进

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

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

公布。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理措施，确

保其符合职业卫生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仍然达不到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作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重新作业。 

6）职业卫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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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做到如下几点。 

（1）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所需的



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用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年度工

作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责任人员。 

（2）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训时间、

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并将本单位年度培训计划、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证

明，以及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监测人

员培训情况等，分类进行归档管理。 

（3）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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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用人单

位，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主要培训内

容如下： 

a.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

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

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b.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

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

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

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c.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

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

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

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继续教

育不得少于4课时。 

d.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

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

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

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7）职业卫生管理方面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将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纳

入目标管理，明确职业病防治职责。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应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努力健全并严格

执行已有的各项安全卫生操作规程，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本单位的职业卫



生管理工作。同时应把职业卫生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

证一定的职业病防治经费。 

8）劳动合同方面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

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

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

或者欺骗。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

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履行如实

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

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

期间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

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 

9）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完成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报告后，需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防护设

施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0）其他 

（1）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要确保《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中提及的各项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的落实。 

（2）如果本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原辅材料或者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重新

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3）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关于启用“上海

市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2019年11月26日）、《关于启动四项职业健康相

关行政备案工作的通知》（沪卫职健便函[2019]49号，

2019年12月31日）的要求，及时、如实进行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备案。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见附件 



附件 1：专家评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