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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评价依据

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24 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2）《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

号）；

（3）《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2013]48 号）；

（4）《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令第 5 号）；

（5）《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

（6）《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48 号）；

（7）《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

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6

号）；

（8）《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

［2018］3 号）；

（9）《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

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

（10）《高毒物品目录》（卫法监发（2003）142 号）；

（1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安监总厅

安健〔2016〕9 号）；

（12）《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

健〔2015〕16 号）。

1.2 标准

1.2.1 评价依据

（1）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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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学有害因素》；

（2）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

分：物理有害因素》；

（3）GBZ l-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4）GBZ 2.1—2019 第 1 号修改单《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5）GB/T 18664-2002《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6）GB 39800.1-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

（7）WS/T 771-2015《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规

范》；

（8）GBZ/T 195-2007《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

品使用规范》；

（9）GBZ 158-200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10）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11）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1.2.2 采样依据

（1）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

范》

1.3 质量控制

为保证检测与评价结果准确可靠，质量控制应贯穿于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与评价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包括空气样品现场采样工作的质

量控制、检测分析工作的质量控制和报告编制的质量控制。

1、现场采样的质量控制

（1）采样和检测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仪器经检定/校准合格，在有效期内。有流量要求的采样器

使用前校准流量。

（3）现场采样，按照《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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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159-2004)要求进行，保证采集样品具有代表性。

（4）样品管理，按照《抽/采样管理程序》进行样品的接收、流

转、贮存、处置，保证检测样品的完整性。

2、检测分析的质量控制

（1）定期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或质控样进行准确度控制。

（2）空白试验、平行样测定、加标回收率的测定。

（3）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活动。

3、 报告编制的质量控制

报告实行审核人审核、授权签字人批准签发制度，确保使用法律、

法规和标准的充分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检测

和分析的全面性，检测数据应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职业病危害控制

措施、控制效果分析与评价的准确性，确保评价结论科学、客观和完

整。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工作流程，详见附录 1。

1.4 职业接触限值

1.4.1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根据 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及第 1号修改单规定，工作场所粉尘和化学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见表 1-1。

表 1-1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中文名
OELs（mg/m3）

PE
临界不良

健康效应

备

注

标化职业限值

（PC-TWAa）MAC PC-TWA PC-STEL

其他粉尘(总

尘)
- 8 - 24 - -

PC-TWAa=PC-TW

A*RF

注 1：PC-TWA表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STEL表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MAC

表示最高容许浓度。

注 2：劳动者接触仅制订 PC-TWA限值但尚未制定 PC-STEL的化学有害因素时物质，

使用 PE（峰浓度）控制短时间的最大接触，峰浓度和 PC-STEL相似都反映 15分钟浓度，

劳动者接触水平瞬时超出 PC-TWA值 3倍的接触每次不得超过 15min，一个工作日期间不得

超过 4次，相继间隔不短于 1h，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PC-TWA值的 5倍。

注 3：“G1”表示确认人类致癌物。“G2A”表示可能人类致癌物，“G2B”表示可疑人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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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物；“皮”表示可因皮肤、黏膜和眼睛直接接触蒸气、液体和固体，通过完整皮肤吸收引起

全身效应；“敏”是指已被人或动物资料证实该物质可能有致敏作用。

注 4：标化职业限值（PC-TWAa）

当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8h或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h时，由于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导致有害

物质的吸收增加，恢复时间减少而导致代谢不完全，甚至使体内有害物质累积而可能引起不

良健康效应。因此，对工作时间超过标准工时制的，应根据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恢复时间的减

少调整长时间工作的 PC-TWA值。对于需要进行职业接触限值折减的有害因素，当劳动者

每日工作时间＞8h且每周工作时间≤5d时，按日调整；当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5d，且每周

工作时间＞40h时，按周调整。标化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a)按如下公式计算：

PC-TWAa=PC-TWA×RF

式中：PC-TWAa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单位为 mg/m3；PC-TWA时间加权平均容

许浓度，单位为 mg/m3；RF 折减因子。

折减因子(RF)的计算：根据不同情况，使用相应公式计算 RF。

(1)日调整 RF的计算

当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8h且每周工作时间≤5d时，按如下(A.5)公式计算日接触折减

因子的计算：

公式中： h——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2)周调整 RF的计算

当每周工作超过 5 d和超过 40 h时，按如下（A.6）公式进行周接触折减因子的计算：

公式中：h ——每周实际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在对长时间工作的 PC-TWA值进行调整时，原则上只对规定有 PC-TWA的物质进行标

化，对MAC或 PC-STEL、具有刺激性和臭味的物质、以及单纯刺激性、安全或健康风险极

低、生物半衰期少于 4 h或技术上实施困难的物质原则上不进行调整。

1.4.2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根据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

物理因素》的规定，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见表 1-2。

表 1-2 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接触时间 接触限值[dB(A)] 备注

5d/w，＝8h/d 85 非稳态噪声计算 8h等效声级

5d/w，≠8h/d 85 计算 8h等效声级

≠5d/w 85 计算 40h等效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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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情况介绍

用人单位情况详见表 2-1。

表 2-1 企业基本情况表

委托单位名称 金华市申贵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名称 金华市申贵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村

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办公室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专职 1 人 兼职 0 人

联系人 陆爱梅 联系电话 13566993878

行业类别
C3453 齿轮及齿轮减、

变速箱制造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一般□ 严重■

主要产品 盆角齿轮

职工总数 56 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15 人

企业规模 小型 检测类别 定期检测

采样时间 2024 年 11 月 15 日 检测与评价场所
包装车间、金工车间、

铣齿车间

检测项目 其他粉尘(总尘),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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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类别及范围

1.任务来源：受金华市申贵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委托

2.检测类别：定期检测

3.检测范围：本次检测范围为包装车间、金工车间、铣齿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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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产情况

4.1 原辅物料及产品

用人单位的使用的主要原辅料具体情况见表 4-1。

表 4-1 主要原辅物料情况调查

序号 原辅料名称 性状 年用量 主要成分
使用岗位

（或场所）

包装、储存方

式

1 齿轮毛坯件 固态 1200 吨 铁
金工车间/金

工
仓库存放

2 润滑油 液态 1吨 /
金工车间/金

工
仓库存放

3 切削液 液态 1.2 吨 /
铣齿车间/铣

齿
仓库存放

4 甲醇 液态 4吨 甲醇
金工车间/渗

碳

桶装，仓库存

放

5 乙酸乙酯 液态 1吨 乙酸乙酯
金工车间/渗

碳

桶装，仓库存

放

6 抛丸砂 固态 2吨 铁
铣齿车间/抛

丸
仓库存放

用人单位主要产品情况见表 4-2。

表 4-2 主要产品情况调查

序号 产品名称 性状 年产值 包装、储存方式

1 盆角齿轮 固态 三千万元 仓库存放

4.2 生产工艺

（1）盆角齿轮生产工艺流程及简述

图 4-1 盆角齿轮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工人操作车床将毛坯件进行金工作业，利用

铣齿机对工件铣齿加工，部分工件需要进行倒角处理，再利用台钻在

工件上进行钻孔。钻孔后进行热处理加工，热处理流水线包装渗碳、

淬火、清洗、回火等过程，热处理主要采用渗碳工艺，热处理炉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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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00℃，甲醇在热处理炉内燃烧消耗掉氧气，保证工件表面不会被

氧化。乙酸乙酯高温下分解产生活性碳原子，用于工件表面吸附，整

个热处理工艺为自动化完成，不设专人管理。经热处理后的工件利用

抛丸机进行抛丸，最后于包装车间由工人包装。

4.3 主要生产设备和运行情况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情况调查见表 4-3～4-4。

表 4-3主要生产设备检测当天运行情况

序号
单元/车间/
岗位/工种

设备名称 型号
生产设备

总数 实开

1
金工车间/

渗碳
加热炉 / 1 1

2
铣齿车间/

抛丸
抛丸机 / 1 1

3
铣齿车间/

倒角
倒角机 / 2 2

4
金工车间/

金工
车床 / 25 14

5
金工车间/

打孔
台钻 / 8 1

6
铣齿车间/

铣齿
铣床 / 45 30

4.4 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用人单位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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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职业病危害因素来源及接触情况

单元/
车间

岗位/工种 工作地点 作业形式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来源
接触

人数

接触时间

（h/d,d/w）
班制

个人防护用品型号及

使用情况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

运行情况

铣齿车

间
倒角 倒角 手工配合机械 其他粉尘、噪声

中间产物、

设备运行
2 8h/d,6d/w 长白班

防尘口罩,KN95,未佩

戴;防噪耳

塞,3M1100,未佩戴

/

铣齿车

间
抛丸 抛丸 手工配合机械 其他粉尘、噪声

设备运行、

中间产物
1 5h/d,5d/w 长夜班

防尘口罩,KN95,未佩

戴;防噪耳

塞,3M1100,未佩戴

/

铣齿车

间
铣齿 铣齿 手工配合机械 / / 10 8h/d,6d/w 长白班 / /

金工车

间
金工

金工 1,金工

2,金工 3
手工配合机械 噪声 设备运行 11 8h/d,6d/w 长白班

防噪耳塞,3M1100,部

分佩戴
/

金工车

间
打孔 打孔 手工配合机械 / / 1 8h/d,6d/w 长白班 / /

金工车

间
渗碳 渗碳 自动化 乙酸乙酯、甲醇、高温

原辅材料、

设备运行
1 0.1h/d,1d/w 长白班 / /

包装车

间
包装 包装 手工 / / 8 8h/d,6d/w 长白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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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通过对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和分析，选择本项目生产工

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检测项目确认说明见

表 4-6。

表4-6 检测项目确认说明

单元/车间
岗位/工种/

检测点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本次评价

是否检测
理由说明

金工车间 渗碳/渗碳 乙酸乙酯 否

乙酸乙酯、甲醇由料桶

通过密闭化管道自动加

入，每周更换一次料桶，

换料时间约 5 分钟，热

处理线自动运行，不设

专人管理

金工车间 渗碳/渗碳 甲醇 否

金工车间 渗碳/渗碳 高温 否 未在高温检测季节

金工车间 金工/金工 1 噪声 是 /

金工车间 金工/金工 2 噪声 是 /

金工车间 金工/金工 3 噪声 是 /

铣齿车间 倒角/倒角 其他粉尘(总尘) 是 /

铣齿车间 倒角/倒角 噪声 是 /

铣齿车间 抛丸/抛丸 其他粉尘(总尘) 是 /

铣齿车间 抛丸/抛丸 噪声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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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采样和检测情况

5.1 生产状况与检测条件

本次现场采样和检测的气象条件和检测项目见表 5-1。

表 5-1 检测当天气象条件和检测项目

检测日期 天气状况 气象条件 检测项目 生产状况

2024 年 11 月 15

日
阴

气温：21℃、气压：

100.9kPa、相对湿

度：66%

其他粉尘(总尘)、噪

声
正常生产

5.2 检测方法和依据

检测方法和依据见表 5-2。

表 5-2 检测方法和依据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其他粉尘(总尘)
GBZ/T 192.1-2007《工作场所空气

粉尘测定第 1 部分：总粉尘浓度》
称量法

噪声
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

因素测量第 8 部分：噪声》
仪器直读

5.3 采样方式和采样频次

按照《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GBZ/T192）、《工作场所物

理因素测量》（GBZ/T189）标准规范的要求，在正常生产状况下进行

现场采样。选取有代表性的采样点，检测 1 个工作日。

1、有害物质的采样

最高接触浓度（CME）、短时间接触浓度（CSTE）及峰接触浓度

（CPE）的采样：用定点的、短时间采样方法进行采样；选取有代表

性的、工人接触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工作地点和时段进行采样；采样

时将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尽量安装在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采样时

间一般为 15min，不足 15min时，可进行 1次以上的采样。

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的采样：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

害物质浓度的存在状况，或采样仪器的操作性能，可选择个体采样或

定点采样，长时间采样或短时间采样方法。以个体采样和长时间采样

为主。采用个体采样方法的采样，一般采用长时间采样方法。选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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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接触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劳动者作为重点采样对象，

确定采样对象的数目。将个体采样仪器的空气收集器佩戴在采样对象

的前胸上部，进气口尽量接近呼吸带。

采用定点采样方法的采样，可采用长时间采样方法或短时间采样

方按 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评

价监测的要求，选定有代表性的采样点进行采样。

用长时间采样方法的采样：选定有代表性的、空气中有害物质浓

度最高的工作地点作为重点采样点；将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尽量安装

在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采样仪器能够满足全工作日连续一次性采

样时，进行 1次全工作日采样；采样仪器不能满足全工作日连续一次

性采样时，可根据采样仪器的操作时间，在全工作日内进行 2次或 2

次以上的采样。

用短时间采样方法的采样：选定有代表性的、空气中有害物质浓

度最高的工作地点作为重点采样点；将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尽量安装

在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在空气中有害物质不同浓度的时段分别进

行采样；并记录每个时段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每次采样时间一般为

15min。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计算每天每个作业岗位的 CME 、CTWA、CSTE

和 CPE，将根据每天的测试结果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及第 1号修改单的职业

接触限值进行比较，以检测结果最大值作为工作场所评价依据。

2、物理因素的测量

（1）噪声的测量

噪声的测定按照 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部分：噪声》的要求进行测量。

5.4 职业病危害因素采样点设置情况

检测采样点设置见表 5-3，检测布点图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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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定点采样设置一览表

测点

编号
单元/车间 岗位/工种 检测点 检测项目

采样频次

（次/日）

1 铣齿车间 倒角 倒角 其他粉尘(总尘) 3

1 铣齿车间 倒角 倒角 噪声 1

2 铣齿车间 抛丸 抛丸 其他粉尘(总尘) 3

2 铣齿车间 抛丸 抛丸 噪声 1

3 金工车间 金工 金工 1 噪声 1

4 金工车间 金工 金工 2 噪声 1

5 金工车间 金工 金工 3 噪声 1



金华市申贵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编号：GXZD24696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第 14 页 共 23 页

6 检测结果

6.1 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工作场所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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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mg/m3）

检测点

编号
单元/车间 岗位/工种 检测点 接触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折减因子
标化职

业限值 单项

结论
CTWA CSTE CPE CME

PC-

TWA

PC-

STEL
PE MAC

RF

（周）

RF

（日）

PC-

TWAa

1 铣齿车间 倒角 倒角 8h/d,6d/w
其他粉尘(总

尘)
1.05 - 1.30 - 8 - 24 - 0.78 - 6.2 符合

2 铣齿车间 抛丸 抛丸 5h/d,5d/w
其他粉尘(总

尘)
3.26 - 5.63 - 8 - 24 - - - 8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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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

工作场所定点噪声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6-2。

表 6-2 工作场所定点噪声检测结果与评价

检测

点编

号

单元/

车间

岗位/

工种
检测点

接触

时间

噪声性

质

检测结

果 dB(A)

8h等效

声级

dB(A)

40h等效

声级

dB(A)

接触

限值

dB(A)

单项

结论

1
铣齿

车间
倒角 倒角

8h/d,

6d/w
稳态 86.7 - 87.5 85

不符

合

2
铣齿

车间
抛丸 抛丸

5h/d,

5d/w
稳态 87.6 85.6 - 85

不符

合

3
金工

车间
金工 金工 1

8h/d,

6d/w
稳态 82.4 - 83.2 85 符合

4
金工

车间
金工 金工 2

8h/d,

6d/w
稳态 82.7 - 83.5 85 符合

5
金工

车间
金工 金工 3

8h/d,

6d/w
稳态 82.1 - 82.9 85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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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评价结论

本次共检测化学有害因素定点 2个点、个体 0个，检测结果均符

合 GBZ 2.1-2019 及第 1 号修改单的要求；共检测物理因素定点 5 个

点、个体 0 个，其中有 2 个点不符合 GBZ 2.2-2007 的标准要求，其

余检测点检测结果均符合 GBZ 2.2-2007 的要求。

该企业本次检测结果与评价结论见表 7-1。

表 7-1检测结果与评价结论

检测地点
检测地

点

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

作业

人数

检测

结果

补救

措施

评价

结论

存在高

毒物品单元/
车间

岗位/工种

金工

车间
金工 金工 1 噪声 11 符合 / / 否

金工

车间
金工 金工 2 噪声 11 符合 / / 否

金工

车间
金工 金工 3 噪声 11 符合 / / 否

铣齿

车间
倒角 倒角

其他粉尘(总

尘)
2 符合 / / 否

铣齿

车间
倒角 倒角 噪声 2 不符合

佩戴 3M1100

防噪耳塞
符合 否

铣齿

车间
抛丸 抛丸

其他粉尘(总

尘)
1 符合 / / 否

铣齿

车间
抛丸 抛丸 噪声 1 不符合

佩戴 3M1100

防噪耳塞
符合 否

注：企业为员工配发的 3M1100 防噪声耳塞，SNR 值为 37dB，降噪值为 22.2dB。

7.2 不符合岗位超标原因分析
表 7-2 超标岗位及原因分析

车间 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超标原因分析

铣齿车间 倒角 噪声
设备本身运行时噪声水平就较高，在

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强度较大。

铣齿车间 抛丸 噪声
设备本身运行时噪声水平就较高，在

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强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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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议

8.1 防护措施

（1）本次检测倒角、抛丸岗位噪声强度超标，企业应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隔声、吸声、消声、减振等控制措施;合理调整设备布局;减少

工人在现场作业时间;督促工人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2）定期对防护设施进行清理和维护，使设备保持良好的工作状

态，提高防护效果，降低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

（3）及时清理地面、机器台面、墙壁积尘，防止二次扬尘。

（4）企业应加强高温岗位通风，高温季节可适当减少工人作业时

间或轮班作业做好高温的有效个人防护，为高温作业人员提供含盐饮

料含盐量以 0.15%-0.2%为宜。企业应加强防范高温中暑工作制定高

温中暑应急预案，接触高温危害的工人应在进入高温季节前进行相应

体检。

8.2 职业卫生管理

（1）建议企业加强对生产设备及防护设备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

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加强检维修

时的个人防护。

（2）在生产厂房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中文说明书和周知卡，见表 8-1。

（3）企业应加强对工人的培训，使工人能够正确使用与佩戴个体

防护用品，并加强管理使之制度化。

（4）企业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 ）

等规范要求，组织员工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5）用人单位应按照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职业卫生档

案管理规范》要求，及时更新和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台帐。

（6）企业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规定，对本项目职业病危害

因素及时完成网络申报，申报网址：http://www.zj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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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令〔2021〕第 5 号《工作场所职

业卫生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病危害

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8）本次检测后，生产规模(包括所有设备均开启)、生产工艺(包

括设备、原辅料)、防护设施和工作时间等与本次检测不同应另行委

托检测。

表 8-1警示标识

车间 岗位 点位 警示标识 指令标识 告知卡

铣齿车间,金

工车间

倒角,抛丸,

金工

倒角,抛丸,

金工 1,金工

2,金工 3

噪声有害 戴护耳器 /

铣齿车间 倒角,抛丸 倒角,抛丸 注意防尘 戴防尘口罩 /

金工车间 渗碳 渗碳
当心中毒、注意

高温

戴防毒面具、注意

通风

乙酸乙酯、

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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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录 1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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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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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现场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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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检测结果报告单


	1检测评价依据
	1.1法律法规
	1.2标准
	1.2.1评价依据
	1.2.2采样依据

	1.3质量控制
	1.4职业接触限值
	1.4.1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1.4.2工作场所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2用人单位情况介绍
	3检测类别及范围
	4生产情况
	4.1原辅物料及产品
	4.2生产工艺
	4.3主要生产设备和运行情况
	4.4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4.5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5现场采样和检测情况
	5.1生产状况与检测条件
	5.2检测方法和依据
	5.3采样方式和采样频次
	5.4职业病危害因素采样点设置情况

	6检测结果
	6.1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6.2物理因素检测结果 

	7结论
	7.1评价结论
	7.2不符合岗位超标原因分析

	8建议
	8.1防护措施
	8.2职业卫生管理

	9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