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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昭通机场迁建工程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情况公示

报告书名称
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昭通机场迁建工程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

报告书编号 YZZW2023-YP001

用 人

单 位

基 本

情况

单位名称 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简介

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6-03-18，法定

代表人为杨洁华，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530600MA6K51PW7W，企业地址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

区昭阳大道 194 号，所属行业为航空运输业，经营范围包含：

民航机场的投资参股、建设和经营;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旅

客、货物提供的地面保障业务、代理业务和其他服务业务;经营

与民用机场相关的辅助业务（包括飞机维修、场道建设与维护、

地面运输业务、商务代理、旅游、食品、餐饮、宾馆）;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经批准从事国内外投资、融资业务;地方交通、水利

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房地产开发;依法经营其他经批准

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

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项目地理位置

本项目机场场址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南东部布嘎乡境内的赵家小

冲，跑道中心点坐标为 N27°12′21.55″，E103°41′27.73″

（北京 54 坐标系），高程介于 1920-2280m 之间，相对高差达

300 多米，平均高程为 2024m。机场距离昭通市中心昭阳区约

15km，公路距离约 20km，距鲁甸县直线距离约 1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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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评 价

结论

结论

1.分项结论

序号 评价内容 拟建项目情况 评价

1 总体布局
整个厂区分区明确，划分为办公

区、生活辅助区、生产区
符合

2

生产工艺

及设备布

局

生产工艺技术符合产业政策，自

动化、密闭化、机械化程度高，

设备布局合理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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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

接触水平

综合分析，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在落实防护设施防护的

情况下，危害因素浓度可控制

符合

4 防护措施 可研考虑设置防毒、防噪声措施

基本符合，还

需按措施建

议补充完善

5
建筑卫生

学
建筑卫生考虑采光、通风、照明

基本符合，还

需按措施建

议补充完善

6 应急救援

项目提出在机场内设置有急救

室，设置有消防站。未提出应急

预案及应急设施的配置。

不符合，还需

按措施建议

补充完善

7
个人防护

用品

可研设计中未对项目运行期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

进行具体说明。

不符合，还需

按措施建议

补充完善

8 辅助用室

可研设计设置有卫生用室（盥洗

室）、生活室（就餐场所、厕所），

未说明浴室、更/存衣室、休息

室的设置

基本符合，还

需按措施建

议补充完善

9
职业卫生

管理

可研未提出成立了职业卫生管

理领导小组、建立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等内容

不符合

10 专项经费
项目可研中提出部分职业卫生

专项经费概算

基本符合，还

需按措施建

议补充完善

2.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经分析筛选，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物理因素：噪声、

高频电磁场、超高频辐射、微波；化学因素：乙二醇；放射因素：X

射线。经分析预测，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等效值/时间

加权值）可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分类，本项目行业

分类中类属于“航空运输辅助活动”，小类属于“机场”5631，行业

代码为 3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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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别“航空运输辅助活动”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属于一般。

综合分析，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昭通机场迁

建工程职业病危害风险为一般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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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评价结论

（1）本项目实施单位昭通机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真

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关于前期预防的原则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入使用的规定，在可行研究阶段委托有

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符合职业

卫生法律法规要求。

（2）对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方面的内容，经评价

符合职业卫生要求；职业病防护措施、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建

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等内容，还

需进行补充设计完善或是在待项目建成后补充落实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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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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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1.职业卫生管理

（1）项目建成后，公司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兼职的职

业卫生管理人员。

（2）应按《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卫健委 5 号令第十一条

要求，制定和完善职业卫生十三项制度。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特殊作业岗位的操作规程；

（3）按安监总安健第 171 号《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规定建立

职业卫生档案。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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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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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要求，新招录人员与劳动者订立劳动

合同（含聘用合同）时，应当在劳动合同中写明工作过程可能产生的

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岗位津贴、工伤

保险等）等内容。

（5）按 《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

职健函〔2022〕441 号）要求，劳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职业

健康管理知识、职业健康相关工作等。

（6）拟建项目劳动者上岗前应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无职业禁

忌或职业病后方可允许从事相应作业岗位。项目正常生产后应严格执

行《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令[2019]第 2 号），切

实做好岗前、岗中和离岗时的体检。

（7）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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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高毒物品告知卡。

（8）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项目将在航站楼、

货运库、道口设置安检 X 光机，可产生 X 射线。待项目建成，安检 X

光机拟投入运行时，应委托具有放射卫生检测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放

射检测评价。

2.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项目除落实可研报告中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外，补充提出以下

防护设施建议：

（1）防毒措施

①贮除冰液、次氯酸钠溶液贮罐区周围应设置泄险沟（堰）。

②柴油发电机布置室内，运行时会产生尾气，因此要设置柴油发

电机尾气排放到室外的管道。

（2）防噪声措施

①污水处理风机应采取单独的房间隔离布置，设置减振基础，必

要时可考虑安装消声设施。

（3）防电磁辐射

①项目气象雷达、通信雷达及其他通讯设备设备选型时优先选用

电磁辐射产生强度低的设备或带有屏蔽设施的设备，减少电磁辐射的

产生量。

②航管塔楼作业人员办公场所尽量与生产设备分开布置，尽量采

取远程操作控制作业，减少作业人员到产生电磁辐射场所的停留时间。

3.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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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 部分：总则》GB39800.1-2020

标准要求，根据接触的危害因素应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

4.应急救援

（1）应根据报告书正文章节“2.4.2.1 可能存在的发生急性职业

损伤的危害因素分析”中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病危害，制定相应的应

急救援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2）污水处理站使用到药剂次氯酸钠，可能发生眼睛、皮肤灼伤，

因此要在加药作业点设置喷淋洗眼器，喷淋洗眼器的服务半径应小于

15m。

（3）除冰液中的主要成分乙二醇接触到眼睛时对眼睛有刺激作

用，因此需在除冰液储罐及使用区域设置喷淋洗眼器，喷淋洗眼器的

服务半径应小于 15m。

（4）食堂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发生事故造成天然气泄漏可导致

缺氧窒息，因此食堂应安装天然气泄漏报警装置。

（5）项目存在综合泵房水池、污水处理站水处理池等有限空间作

业场所，因此要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配备相应的防护设施。

5.建筑卫生学

（1）航站楼采用冷热源机组制热、制冷，冷热源机组安装在航站

楼旁的场务机务特车综合楼内，冷热源机组的进风口应设置在室外空

气清洁区并低于排风口，排风口应设在室外安全处。

6.辅助用室

（1）根据《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GBZ1-2010）辅助用室基本

卫生要求，补充完善浴室、更/存衣室、休息室、妇女卫生室的设置。

7.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卫生的相关管理要求，项目应制定职业卫生专

投资概算，其内容应包括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防

尘、防毒、防噪声、防高温、通风）、辅助用室、应急救援设施、个人

防护用品、岗前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警示标识等内容纳入

项目投资概算。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评价报告书》描述了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分析和评价了可能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和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以及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

个体防护用品等，提出了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建议。同意评价结论:

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二、《评价报告书》修改意见：

1.明确评价范围、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析与识别；

2.合理引用类比企业资料，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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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专家提出的个人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

三、专家组同意《评价报告书》通过评审。修改稿经专家组长复

审同意后形成终稿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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