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 宁波安集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青山路 79号 【联系人】 陈亚明 

【项目名称】 宁波安集新增 2万吨/年集成电路材料生产项目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表 1-1拟建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宁波安集新增 2万吨/年集成电路材料生产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宁波安集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备案机构 宁波市北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项目备案代码 2301-330206-07-02-124587 

备案日期 2023年 04月 10日 

项目性质 扩建 

项目建设规模 

在企业已建生产厂房内新建洁净生产车间，用于光刻胶去除剂

（10000吨/年）、抛光后清洗液（5000吨/年）、电镀液及添加

剂（600吨/年）、化学机械抛光液（4000吨/年）以及电子级添

加剂（400吨/年）等产品的扩建生产 

项目总投资 8000万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地点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青山路 79号 

项目涉及车间建筑面积 1600平方米 

项目行业分类 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采样、检测人员】 - 

【采样、检测时间】 - 【单位陪同人】 -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水平预测结论】 
 

评价 

单元 
车间 岗位 

接害 

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 

岗位预期接触水平（浓度或强度） 

粉尘 化学物质 物理因素 

生产 

单元 

项 目 新

建 洁 净

车间 

生产操作

工 
10 

二甲基乙酰胺、正丁

醇、氟化氢、乙醇胺、

乙二醇、乙酸、硝酸、

磷酸、氯化氢及盐

酸、硫酸及三氧化硫 

- 
预测＜1/10

接触限值 
- 

项 目 依

托 利 旧

一 车 间

（ 洁 净

车间） 

生产操作

工（依托

利旧） 

6 

氯化氢及盐酸、可

溶性镍化合物（氯

化镍） 

- 
预测＜1/10

接触限值 
- 



生产管

理 

EHS 2 
二甲基乙酰胺、正

丁醇、氟化氢、乙

醇胺、乙二醇、乙

酸、硝酸、磷酸、

氯化氢及盐酸、硫

酸及三氧化硫、可

溶性镍化合物（氯

化镍） 

- 
预测＜1/10

接触限值 
- 

工 艺 操

作工 
3 - 

预测＜1/10

接触限值 
- 

 
 

【评价结论与建议】 

1 评价结论： 
（1）该拟建项目总平面和竖向布置综合考虑职业卫生、安全、环保和消防的要求，功能分区明

确，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和《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的要求。 
（2）该拟建项目采用先进成熟的生产工艺，自动化、机械化、密闭化/管道化程度较高，项目生

产工艺布局合理，流程顺畅，设备布局合理，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3）通过对该拟建项目的工程分析与评价，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

二甲基乙酰胺、正丁醇、氟化氢、乙醇胺、乙二醇、乙酸、氮氧化物、磷酸、氯化氢及盐酸、硫酸及
三氧化硫、可溶性镍化合物（氯化镍）。 

针对该拟建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拟采取的防护措施可行，再结合本报告提出的控制
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建议，并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阶段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防护设计，使得该项目
投产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可符合《中华人民工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的要求，具体详见表6-1。 

（4）该拟建项目拟采取的采光与照明、通风与空调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5）该拟建项目根据接触的有害因素发放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发放种类、数量和更换周期合

理，其防护性能基本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的规定要求。 
（6）该拟建项目依托企业现有安全应急救援体系，项目拟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同时在采纳本报

告提出的补充措施建议后，也可以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的要求。 

（7）该拟建项目可依托企业现有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安全环境健康部）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按要求拟开展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监护，拟设置相应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拟制定相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可以符合国家相关职业卫生要求。 

（8）该拟建项目可依托企业现有的厕所及盥洗设施、更存衣室、休息场所等辅助用室，基本符
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 

（9）该拟建项目建设单位按国家要求开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工作，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法规要求。 

（10）经类比调查等分析与评价，认为本项目确保职业病防护措施到位、运转正常，正常生产时
工作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均能够控制在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以内。 

2 补充措施及建议： 
2.1.1工程防护补充措施 
（1）拟建项目在设备选型、采购过程中，严把质量关，选用密闭性能好、保温隔热性能好、低

噪声、安全、环保、高效的生产及辅助设备，从源头控制噪声强度。 
（2）拟建项目应落实本报告所描述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及后续安装和调试等工作，并建

立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2.1.2个体防护补充措施 
拟建项目运行后应加强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的有效监督管理，对各种个人防护用品要有专人

管理和发放，定期维护、更换；加强职业卫生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使操作者充分了解使用个人职业病
防护用品的目的和意义，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其规范使用防护用品，不能因工作方便而忽
视身体健康；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如何正确规范使用防护用品。 

对个人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确保防护用品有效，建立失效更换制度。 
防毒口罩（滤毒盒）：一般在工况稳定作业场所可根据滤毒盒使用经验估算滤毒盒使用寿命（或

根据品牌（如3M）寿命估算软件进行估算）；或在闻到、尝到污染物味道更换，无论何时，若感觉到
头晕、恶心或其他任何不适，应立即更换滤毒盒。 

2.1.3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项目建设单位应针对项目运行后可能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类型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建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配备齐全的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提
高应急救援能力。 



2.1.4职业健康监护 
拟建项目正常运行后，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的要求组织劳

动者开展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妥善处理有职业禁忌证、需要复查以及有
疑似职业病的病人。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
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
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
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2.2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依法对可能接触职业病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健康损害的作业岗位

或场所等情况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 
（2）拟建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及“安监总厅安健〔2014〕

111号”文的要求，在项目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3）企业在之后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卫生日常管理，做好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并加强应急救援演练。 
（4）拟建项目应具体编制拟建项目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的各项预算，包括卫生防护设施费用、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验设备、应急救援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
生培训等，并落实到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中，为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提供经费保障。 

（5）拟建项目应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的要求，结合拟建项目实际情况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6）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要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每三年开展一次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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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为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项目
建设单位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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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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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病危害监测及检测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业健
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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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8）项目若采取外包作业，应加强对外包工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与外包单位明确双方的职业
卫生管理职责，对外包工做好岗前职业卫生培训，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制定岗
位操作规程，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 

（9）拟建项目制定生产作业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2.6其他补充措施及建议（略）。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筛选过程； 
（2）完善洁净车间依托情况及通风情况的分析与评价。 
 

【技术服务项目组人员名单】 
 

职责 姓名 职称/职务 资质证书号 

项目负责人 王施平 高级工程师 A2015(P)00870 

报告编写人 

王施平 高级工程师 A2015(P)00870 

厉景帅 工程师 2021（P）-01-001（甬） 

裘黎勇 助理工程师 2022（P）-01-007（甬） 

报告审核人 洪远成 工程师 2021（P）-01-002（甬） 

报告签发人 姚科伟 高级工程师 2021（J）-01-001（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