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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2022年 4月 26日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汝州市瑞平贾岭南煤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薛进敏

地理位置 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贾岭村西 0.13km处。

项目名称
汝州市瑞平贾岭南煤业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

项目简介

汝州市瑞平贾岭南煤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9年 11月，原名

汝州市小屯镇贾岭南煤矿，行政区划属汝州市小屯镇管辖。2005

年河南省小煤矿资源整合，该矿经豫资源整合办【2005】9号文

批复为单独保留矿井，保留后生产规模 15万 t/a。

建设项目总投资 3830.67万元，矿井生产能力为 0.21Mt/a，

矿井服务年限为 4.3年。

项目负责人 李涛

现场调查人 李涛、苏仁禄

现场调查时间 2022.2.17 用人单位陪同人 薛进敏

现场采样、检测人 李涛、苏仁禄、高飞达、秦东亮、杨根伟、程轶凡

采样、检测时间 2022.2.23-2022.2.25 用人单位陪同人 薛进敏

报告完成日期 2022.4.19

建设项目(用人单

位)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及检测

结果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煤尘、矽尘、其他粉尘、水泥粉尘、木粉尘、电焊烟尘、一

氧化碳、氮氧化物、氨、二氧化硫、硫化氢、臭氧、甲烷、苯系

物、锰及其无机化合物、噪声、手传振动、全身振动、紫外辐射、

工频电场、高温、低温、氡及其子体等。

检测结果：

（1）粉尘

职业病危害因素首次检测结果显示，有 4 个工种或其工作

地点的粉尘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分别为：11030 综采工作面

采煤机司机、11030综采工作面支架工、10020机巷掘进工作面挖

装机司机、煤场滚筒筛巡检工。

对粉尘超标岗位进行复测结果显示，11030综采工作面采煤

机司机、10020机巷掘进工作面挖装机司机这 2 个工种及其工作

地点的粉尘浓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2）毒物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氨、二氧化硫、硫化氢、臭氧、锰

及其无机化合物的浓度均不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3）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首次检测结果显示，有 2 个工种接触的噪

声 40h等效声级超过职业接触限值，分别为：11030 综采工作面



采煤机司机、10020机巷掘进工作面挖装机司机。

对噪声超标岗位进行复测结果显示，11030综采工作面采煤

机司机、10020机巷掘进工作面挖装机司机这 2 个工种接触的噪

声 40h等效声级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4）其他

工频电场、紫外辐射、高温等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均不超过

职业接触限值。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

发〔2021〕5号）的规定，建设项目行业分类属于“B06 煤矿开采

和洗选业——B061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结合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布、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程度、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结果、接触人员、接触时间、防护措施情况等情况，综合判定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建议：

（1）按照《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的要求，将

11030综采工作面回风巷、10020机巷掘进工作面回风侧、装煤点

下风侧等场所的风流净化水幕控制方式调整为自动控制；将转载

点喷雾降尘装置的控制方式调整为自动控制；将 11030风巷净化

水幕固定牢靠，保证能向下实现全断面喷雾。

（2）对防尘用水主管路和支管路加装压力表，监控水压情况，

如转载喷雾压力达不到 0.7MPa，应安装增压设施。

（3）对 11030综采工作面的部分未连接水管的液压支架连接

喷雾降尘水管，液压支架必须安装自动喷雾降尘装置，实现降柱、

移架同步喷雾。

（4）对煤场滚筒筛处设置合适的除尘或降尘装置，抑制筛分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5）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

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要求，完善地面绞车房、

煤场、机修车间等工作场所的警示标识，完善各工作场所检测结

果告知。

（6）及时对职业健康检查异常人员进行复查，妥善安置体检

异常人员；完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如锰及其化合物、紫外辐射、

硫化氢、手传振动、电工作业、视频作业等），保证接触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工人均进行体检。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污水处理工艺分析与评价。

2.完善煤层注水等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其合理性与符合性评

价。

3.完善防尘口罩等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合理性及符合

性评价。

4.完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告知的分析内容。

5.补充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超标点原因分析，完善

职业病防治对策、措施及建议。

http://bschool.hexun.com/management/


6.完善正常生产后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分析与评

价。

7.完善非正常生产条件下关键控制点的分析与评价。

8.完善污水处理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设施及其合理性与符合

性评价。

9.进一步完善评价结论。

10.审核提出的其他意见。

现场影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