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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2022年7月18日

( )
河南晋开集团延化化工有限公司 贾红标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北区经十五路以西新纬一路以南

河南晋开集团延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及其配套装置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名称：河南晋开集团延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及

其配套装置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项目。

项目规模：项目总投资336449万元，项目年产总氨60万吨，其中合成氨50万

吨配套尿素80万吨、甲醇10万吨。项目采用先进绿色清洁工艺技术改造合成

氨尿素行业，技术水平达国内领先，能耗、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降低，采用

集散式控制系统（DCS）、数据采集与视频监控系统（SCADA）等工业控制系

统建设智能化工厂，其中包括航天炉粉煤加压气化、等温变换、低温甲醇洗

、液氮洗、低压氨合成、CO2汽提尿素、列管式甲醇合成、三塔甲醇精馏、深

冷空分等生产工艺装置和污水处理装置、锅炉及汽轮发电机组、氨法烟气脱

硫等公用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晋开集团延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

拟建地点

建设项目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化工园区）北区，延津县产

业集聚区（化工园区）属于河南省化工园区名单（第二批）公示的化工园区

。

建设项目具体位于该产业集聚区内纬一路（榆林乡龙王庙村）以南，经十五

路以西，省道S226以东，新荷铁路线以北，占地约945亩，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7′2″~114°7′44″，北纬35°15′45″~35°16′11″。铁路专用线

由新荷铁路干线延伸至距厂区1.5公里处，原料煤、燃料煤及尿素运输拟采用

从新乡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上引至该界区内实现。项目所在区域交通便利。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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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设项目正常生产期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因素（煤尘、矽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化学因素（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硫化氢、甲醇、氨、尿素、硫酸、氢

氧化钠、氯化氢及盐酸、二氧化氯、过氧化氢、臭氧、氰化氢、氰化物、六

氟化硫、氧硫化碳、甲铵、锰及其无机化合物）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

、紫外辐射、高温、低温、电离辐射（γ射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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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

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引起的法定职业病

建设项目正常生产期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煤尘、矽尘

、电焊烟尘、其他粉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硫化氢、甲醇、氨、尿素、硫酸、氢氧化钠、氯化氢及盐酸、二氧化氯、过氧化

氢、臭氧、氰化氢、氰化物、六氟化硫、氧硫化碳、甲铵、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噪声、工频电场、紫外辐射、高温、低温、电离辐射（γ射线）等。

建设项目建设施工期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矽尘、水泥

粉尘、木粉尘、金属粉尘、电焊烟尘、岩棉粉尘、其他粉尘等）、一氧化碳、氮

氧化物、臭氧、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苯、甲苯、二甲苯、噪声、工频电场、紫外

辐射、手传振动、高温、低温、电离辐射（γ射线或X射线）等。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导致的职业病有：煤工尘肺、矽肺、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职业性化学源性猝死、职业性化学性皮肤灼伤、职业性

化学性眼部灼伤、职业性牙酸蚀病、职业性哮喘、职业性电光性皮炎、职业性白

内障、职业性电光性眼炎、职业性氨中毒、职业性硫化氢中毒、职业性氮氧化物

中毒、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职业性接触性皮炎、职业性噪声聋、职业性中暑、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等。

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的行业级风险划分，建设项目属于“C制造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2专用化学产品制造肥料制造”，其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 “职业病危

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通过对拟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选型、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理化特性及

毒性，以及作业人员的劳动方式、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时间、职业卫生学

调查及类比企业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以下环节为职业病危害因素关键控

制点，见下表。

表5-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关键控制点

关键岗位/场所 关键控制措施

锅炉房（含磨煤、锅炉、热

回收、烟脱、除尘等）、空

分、煤粉制备、气化、氨合

成、甲醇合成、尿素合成、

硫酸/液氨/甲醇罐区、变换

、低温甲醇洗、硫回收、甲

醇合成、冷冻站

1.保证防毒、防噪声设施正常有效运行

。

2.做好原料和产品储存容器和输送管道

的密闭性管理，防止跑、冒、滴、漏现

象发。

3.设置有害气体监测报警装置。

4.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范。

5.建立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制度。

6.作业时佩戴好个体防护用品。

职业病

防护设

施

设备、管道及连接

阀门密闭情况、除

尘装置、报警装置

重视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

设施可靠有效。

职业健

康监护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作业人员职业健

康体检

重视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的开展。

应急救

援
应急救援设施

注意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设

施合格有效，重视应急预案演练和急救

知识培训。

总体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在后续设计和建设中，建设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要

求，在落实相关文件中阐述的防护措施，结合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

害的补充措施及建议，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并在工程建成投产后，加强职

业卫生管理，保证防护设施的正常运行，确保工人佩戴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在

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原辅材料不变更的情况下，各主要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

业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和预期接触水平均不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见表5-2），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河南德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HNDX/GLJL- 111

建议：

检维修作业

（1）加强对检修人员在进行检修作业时的职业病危害防护（如电焊作业，探伤作

业），提供符合要求的监测、通风、通讯、个人防护用品设备、照明、安全进出

设施以及应急救援和其他必须设备，尽量避免密闭空间作业。

（2）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前，应采取净化、通风等措施，对密闭空间充分清洗，以

消除或者控制所有存于密闭空间内的职业病有害因素。

（3）加强检维修作业管理，要求作业工人按操作规程进行作业，组织作业工人进

行职业卫生培训，了解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发生的职业病危害

事故、应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职业卫生管理

（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成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并配

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并取得合格证。

（2）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职业病防治规划实施方案和岗位操作规程。

（3）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和《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

识管理规范》的要求，在生产区明显位置悬挂、张贴职业卫生公告栏，主要公布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在办公生活区明显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4）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

标识管理规范》的要求，在生产装置区域相应地点设置当心有毒气体、注意高温

、噪声有害、注意通风等警示标识，设置相应的告知卡和中文警示说明。具体设

置参考见“F11 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设置要求”。

（5）应严格落实组织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

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检查，体检项目应参照《职业健康检查技术规范》（GBZ

188-2014）进行完善，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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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制定各危害因素的监测频次，

并建立监测记录与档案。

（8）按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对本项目从事放射

性作业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档案，并妥

善保存。

（9）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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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组织新入职的作业工人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初次培训时间不得

少于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课时，并建立相关记录和档案。

（10）建立健全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急性中毒、酸碱灼伤、

高温中暑、辐射事故等应急救援专项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并保存演练记录。

（11）根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建立健全

职业卫生档案，包括以下主要内容：a.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b.职

业卫生管理档案；c.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d.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

档案；e.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f.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g.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施工期建议

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

（1）加强在夏季施工作业时的高温中暑管理，配备相应的降温解暑药品、物品。

（2）加强施工过程喷漆作业的管理，避免密闭空间作业，喷漆后的管件及时进行

转移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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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做好工人的个体防护工作。

（4）预防施工期可能出现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并配备相应的救援设施和药品，

加强施工期的应急救援演练。

职业卫生管理

（1）建设单位应明确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职责。

（2）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设置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施工期日

常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3）施工单位应为施工人员配备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施工单位职业卫生管理人

员对佩戴情况进行监督。

（4）施工单位应了解在施工期间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采取相关防护措

施。

（5）施工单位应安排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6）建设单位在施工和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应向施工单位索要施工过程的职业病

危害防治总结报告。

职业病危害防治后续工作

（1）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的负责人

应当组织有关职业卫生专家，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通过评审后，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

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内容重新进

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评审。

（3）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

（4）建设单位在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应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专篇的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完成后，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的负责

人应当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进行评审。

（5）建设项目完工后，在试运行期间，配套建设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时投入试运行。

（6）建设项目试运行（试运行不少于30日，不多于180日）期间，建设单位应当

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的负责人应当组织

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以及对职业病防

护设施进行验收。

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和所制定的职

业卫生管理制度开展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并定期进行汇总、分析、存档。

1、建议完善资料性附件编写布局，将“F2 建设项目概况”改为“F2 工程分

析”，并补充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分析:

2、补充夏季风频玫瑰图;

3、精简生产工艺描迷，在生产工艺过程使用原辅材料、中间体、产品及相关

工艺条件介描述中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泰，为职业病危寄因素识别分析提供依

据；

4、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评价，删除应急救援、个人防护等非防护设施内

容，补充可研条件下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分析，对预期超标作业超标原

因进行分析；

5、完善应急救援设施分析与评价。根据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

导致急性职业病危害的特点、可能发生暴露的状况以及相关职业卫生法规标准要

求等，评价拟设置应急救援设施的合理性与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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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表 6-2 采取补充播施及建议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强

度)范及预期接触水平中声预期接触水平低于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缺乏充分科学依

据，且与附表 4-15 可研条件下建设项目各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相

互矛盾，建议修改完善；

7、补充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和主要设备布置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示意

图；

8、落实专家提出的其他建议及意见，具体建议详见专家评审意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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