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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产生量和种

类不断增多，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危险废物的随地排放和

不合理处置，会危害人们的健康，长期积累将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

的生态环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工业生

产中副产盐的产生量越来越大，主要涉及煤化工、石化、农药、染料、

树脂、橡胶助剂等行业，尤其是石化、煤化工、精细化工及中间体等

行业，每年产生大量的高浓度含盐有机废水、含氯化钠杂盐及含硫酸

钠杂盐等。这些副产盐具有生成条件多样、产生来源广、产生量大、

成分复杂、涉及行业多、毒害性质不明确等特点，已成为制约行业可

持续发展的瓶颈。废杂盐的处理处置已成为行业难题，目前行业技术

集中在废盐的资源化利用，但限于处置水平，目前废盐资源化处于起

步阶段，大量的废杂盐得不到合理处置，目前仍然以填埋为主。

2019 年 9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

布《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19），该标准对入场

废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第 6 款第 2 条规定水溶性盐总量大于

10%，有机质含量大于 5%的物质不可进入柔性填埋场。新法规的实施

造成一般柔性填埋场不能满足部分内部危废和部分外部杂盐类等危

废的正常接收处置。鉴于目前陕西省尚无建成的刚性填埋场，为了确

保现有项目部分内部危废和杂盐类等危废的正常接收处置，降低环境

风险，扩建本项目。

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充分市场调研，企业拟投资

12000 万元在现有厂区内扩建刚性填埋场项目，采用《危险废物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19）规定的刚性结构填埋场要求，刚性

填埋场建成后处置对象包括 HW04 农药废物、HW11 精蒸馏残渣、HW18

焚烧残渣、HW20 含铍废物、HW21 含铬废物、HW22 含铜废物、HW23 含

锌废物、HW24 含砷废物、HW25 含硒废物、HW26 含镉废物、HW27 含锑



废物、HW28 含碲废物、HW29 含汞废物、HW30 含铊废物、HW31 含铅废

物、HW46 含镍废物、HW47 含钡废物、HW48 有色金属冶炼废物、HW49

其他废物、HW50 废催化剂等 21大类危险废物。根据榆林市及周边危

险废物调查结果，设计建设总规模为 6 万 m³，其中本期建设 1万 m³，

年处理危险废物 1.5 万 t，采用刚性单元池的填埋方式，每个单元池

250m3（6m×6m×6.94m）。项目位于现有厂区预留用地内，共占地 31.5

亩，不涉及新征用地。本次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刚性填埋场池体、

雨棚、行吊、防渗工程、渗滤液和废气导排系统及辅助工程设施等内

容，其中公辅及部分环保工程依托一期项目，暂存库依托现有无机废

物暂存库，预处理车间依托现有稳定化/固化车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建设项目在竣

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建设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在

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

评价，编制评价报告。”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委托陕西榆林凯利达职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对榆林

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刚性填埋场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了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刚

性填埋场项目评价组，并开展本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

于 2020年 12月完成本报告的编制工作。

本评价报告的编制得到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表

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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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建设项目概况

1.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表 1.1- 1 本项目基本概况表

序号 名称 内容
备

注

1 项目名称 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刚性填埋场项目 --

2 项目性质 扩建项目 --

3 项目规模
规模 6 万立方米的刚性填埋场，及其配套辅助设施。

本期建设 1 万立方米。
--

4 项目投资 总投资 12000 万元

5 建设单位 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6 建设地点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大河塔镇的后畔村，榆林市德隆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现有项目预留用地内
--

1.2 主要工程内容及评价单元划分

表 1.1-2项目组成及主要工程内容

评价

单元
子单元 主要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危险废

物收运

年处理危险废物 15000t，约 10000m3/a，其中外

收约 14000t/a，采用汽车运至厂内；本公司已取

得危险废物道路运输许可证，且运输车辆数量

可满足本扩建需要

依托现有收

运系统

预处理

系统

危险废物在厂内进行暂存，桶装或袋装废物直

接卸车贮存，污水处理站污泥桶装贮存、焚烧

残渣袋装贮存，废结晶盐采用密闭容器存储，

同类型达到 250m3后填埋

暂存依托现

有无机废物

暂存库

对危废运输过程中少量损坏包装袋重新密封包

装；对需 要稳定、固化的危险废物进行处理

依托现有稳定

化/固化车间

填埋单

元池工

程

本次设计共建设 240个单元池，一期建设 40个
单元池，正方形单元池边长 6m，宽 6m，高

6.94m，总服务年限 6年，一期服务 1年。

新建

防渗工

程

本工程为刚性填埋场，单元池为钢筋混凝土结

构，池底防渗系统结构（自上而下）：600g/㎡
无纺土工布+6mm土工单面复合排水网+2.0mm
厚光面 HDPE 防渗膜+4800g/㎡膨润土垫+混凝

土底板；侧壁防渗系统结构（自上而下）：600g/
㎡无纺土工布+6mm 土工单面复合排水网

+2.0mm 厚双糙面 HDPE 防渗膜+600g/㎡无纺土

工布+混凝土壁板，混凝土抗渗等级为P8。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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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单元
子单元 主要内容 备注

雨棚及

吊装机

械工程

采用移动式封闭雨棚，每组雨棚覆盖面积为 2
个单元池，纵向单独移动；雨棚覆盖面积

6.5*13m，高 1.5m。

新建

填埋气导

排系统

安全刚性填埋场释放的少量废气通过单元池内

的 DN200HDPE 花管导出无组织排放。
新建

封场内

容

每个单元池填满后，采用封场系统结构如下（自

上而下）：40mm后 C20细石混凝土内配筋+无
纺纤维布一层+4+3 厚 SBR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20厚 1：2.5水泥砂 浆找平层+1:6水泥焦渣找

坡层，最薄处 30 厚（i=2%）+混凝土顶板+200g/
㎡聚酯长丝无纺土工布+2.0mm 厚光面 HDPE
防渗膜+600g/㎡无纺土工布+填埋废物。

新建

公辅

工程

渗滤液

调节池

渗滤液收集系统收集的渗滤液采用水箱运送至

现有工程的渗滤液调节池，现有工程已有

1892m3调节池 1座
依托现有

暂存仓库

及预处理

车间

本项目在现有的暂存仓库内对运输贮存过程

包装破损的危废进行重新包装，同时进行稳定、

固化处理。

依托现有

实验室 危废固化前和危废处理后填埋前进行检测。 依托现有

给排水
采用区域供水网供水，排水采用雨污水分流

制
依托现有

供配电
本工程依托现有厂区供电系统，供电电压等

级确定为 10kV 依托现有

供热、采

暖、通风

本项目采暖热源为焚烧车间内余热锅炉产生

的蒸汽，通过汽水换热器换产生热水，热水温

度 85/60℃。换热站到建筑单体的室外供热管线

采用直埋敷设，建筑单体采暖系统的补水定压

由换热站统一解决。

综合办公楼、各车间通风采用机械排风、自

然进风系统。

依托现有

办公、宿

舍楼
办公楼 1座、宿舍楼 1座 依托现有

1.3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落实情况

经现场调查，主生产设施和防护设施建设完全按照设计内容建设，

建设过程建设内容无增删，建筑物建设位置未变动，严格按照设计内

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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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职业病防护设施落实情况

序

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落实

一 防尘设施

1
无机物暂存库废气采用负压收集，设置低温等离

子净化装置处理暂存库产生的废气，通过 1 根

20米高排气筒排放。

按照设计落实 是

2

利用现有稳定化、固化处理车间处理，现有稳定

化/固化处理车间设有水泥仓、石灰仓，在车间

输送系统顶部设置集气罩将废气收集后经 1 套

“布袋除尘器+化学洗涤塔”的空气净化装置处

理粉尘，通过 20m高排气筒排放。

按照设计落实 是

3
刚性填埋库区露天布置，填埋的危险废物有机质

含量极低，填埋气产生量少，每个单元格内预埋

DN200HDPE花管，气体经花管无组织排放。

按照设计落实 是

4 在填埋场的东侧设置风向标 按照设计落实 是

二 防噪声设施

1
采用噪声小的设备，对噪声大的设备采用隔声、

消声、减振等措施，并加强个体防护措施（如佩

带防噪声护耳器）。

已落实 是

2 各类风机及泵类等在设备选型上尽量选用低噪

声产品。
已落实 是

3 各除尘风机、泵类设置单独基础或设置减震底座

并选用了密闭隔音材料。
已落实 是

4 除尘风机、余热锅炉、锅炉安全阀放散管等设置

相应的消声装置。
已落实 是

5 强震设备与管道间采用柔性连接方式，防止振动

造成危害。
已落实 是

6
在总图布置中，根据声源方向性、建筑物的屏蔽

作用及绿化植物的吸纳作用等因素进行布置，减

弱噪声对岗位的危害作用。

已落实 是

7 主要生产场所设置能起到隔声作用的操作室、休

息室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已落实 是

三 通风设施

1 本项目建（构）筑物设计以自然通风为主。锅炉

房、车库、公辅设施等建筑物均应设置轴流风机。
已落实。 是

1.4 本项目试运行情况

本项目于 2020年 12月投入试运行，经现场调查，本项目各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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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系统及辅助工程运行正常，设备完好，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评价期间试运行规模可达到预期生产规模的 90%以上，与生产设备配

套的防尘、防噪、防振、防高温、防低温等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应急救

援设施安装到位，运行正常。项目试运行期间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

试运行期间，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职业卫生管理

工作的组织机构，配备了专（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制定了职业

病防治规章制度及岗位操作规程，编制了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配备了个人防护用品，对从事有

职业危害岗位的作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档

案。

1.5 建设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过程职业病危害防治情况

本项目于 2020年开工建设，本项目所涉及建设施工内容主要包

括刚性填埋场及配套渗滤液导排设施等工程设施的建设施工，目前进

入试运行阶段。

根据施工和监理单位提供的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总结报告、法律

责任承诺书，本项目施工及监理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的防尘防毒、防噪

防振、防暑防寒及个人防护等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但具体防护措施不

够明确；未建立相关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缺少工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劳保发放记录；同时未组织进行施工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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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职业病危害评价

按照划分的评价单元，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来源、特点及分布，

给出所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其合理性与有效性评价结论；针对各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给出所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及其符

合性与有效性评价结论；针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接触

人员、接触时间与接触频度等，给出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

平及其符合性评价结论；针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

给出所设置的应急救援设施及其合理性与符合性评价结论。给出建设

项目所采取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

室、应急救援措施、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监护等符合性评价的结

论，并列出其中的不符合项。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

2.1.1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通过对本项目主体生产装置工艺过程分析以及辅助生产设备工

艺过程分析识别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以及存在或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来源，具体分布见下表

表 2.1- 1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工作场所 工种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 备注

填埋场
操作工 噪声、氨、硫化氢、氢氧化钠、氧化钙

叉车司机 噪声、氨、硫化氢、氢氧化钠、氧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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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与评价

表 2.1-2职业接触水平及其分类控制要求

接触等级 等级描述 推荐的控制措施

0（≤1% OEL） 无接触 不需采取行动

Ⅰ（＞1%，≤10% OEL） 接触极低，根据已有信息无相关效应 一般危害告知，如标签、SDS 等

Ⅱ（＞10%，≤50% OEL） 有接触但无明显健康效应
一般危害告知，特殊危害告知，即针对具体因素的危害进

行告知

Ⅲ（＞50%，≤OEL） 显著接触，需采取行动限制活动
一般危害告知、特殊危害告知、职业卫生监测、职业健康

监护、作业管理

Ⅳ（＞OEL） 超过 OELs
一般危害告知、特殊危害告知、职业卫生监测、职业健康

监护、作业管理、个体防护用品和工程、工艺控制

注：作业管理包括对作业方法、作业时间等制定作业标准，使其标准化；改善作业方法；对作业人员进行指导培训以及改善作业条

件或工作场所环境等。

表 2.1-3工种/岗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分析表

岗位/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CTWA(mg/m3)
职业接触限值

PC-TWA（mg/m3）
职业接触限值比值 接触等级

上料平台操作工

噪声 73.6 85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Ⅳ

氧化钙 0.06 2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Ⅰ

氨 ＜0.13 20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0

氢氧化钠 0.3 2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Ⅱ



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刚性填埋场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主报告部分 报告编号: KLD-P(K)-20-04-22

陕西榆林凯利达职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第 7 页 共 15 页

岗位/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CTWA(mg/m3)
职业接触限值

PC-TWA（mg/m3）
职业接触限值比值 接触等级

硫化氢 0.82 10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Ⅰ

单元池操作工

噪声 72.1 85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Ⅳ

氧化钙 0.07 2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Ⅰ

氨 ＜0.13 20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0

氢氧化钠 0.2 2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Ⅱ

硫化氢 1.78 10 未超出职业接触限值 Ⅱ

2.2 职业病防护设施合理性与有效性评价

本项目在防尘、防毒、防噪等过程中采取了许多合理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正常生产状态下职业病危害因素

浓度/强度均低于职业接触限值，因此，本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合理有效。

2.3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符合性与有效性评价

根据资料性附件表 5.7-1，本项目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个人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等共检查 6项，符合相关标准

规范要求。因此，本项目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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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应急救援设施及其合理性与符合性评价

由资料性附件表 5.8-1可见，本项目应急救援设备设施设置情共

检查 3项，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

2.5 总体布局评价

由表 5.2-1可见，本工程总体布局评价包括平面布置和竖向布置

共计 5项，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2.6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评价

由资料性附件表 5.1-1可见，本项目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共检查

4项，均符合《中华人名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的要求。

2.7 建筑卫生学评价

由资料性附件表 5.3-1可见，本工程建筑卫生学评价内容 6项，

各项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相关要求。

2.8 辅助用室评价

由资料性附件表 5.4-1可见，本项目辅助卫生用室共检查 8项，

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

2.9 职业卫生管理评价

由资料性附件表 5.10-1可见，本项目职业卫生管理共检查 20项，

均符合相关要求。

表 2.9-1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汇总表

序号 职业卫生管理项目 评价结果 存在问题

1 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 符合要求 /

2 职业病防治规划、实施方案及执行情况 符合要求 /

3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及执行情况 符合要求 /

4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制度 符合要求 /

5 职业病危害的告知情况 符合要求 /

6 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符合要求 /

7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符合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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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卫生管理项目 评价结果 存在问题

8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施及演练情况 符合要求 /

9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的设置状况 符合要求 /

10 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 符合要求 /

11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符合要求 /

12 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 符合要求 /

2.10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

根据表 5.9-1，本项目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共检查 10项，符合职业

卫生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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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

通过对本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及项目生产过程中采取的职业

病危害防护措施分析，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针

对试生产阶段存在的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不足，从组织管理、工程技术、

个体防护、应急救援、卫生保健等方面，提出以下职业病危害控制措

施的建议：

（1）组织管理措施

建设单位已建立了职业卫生监护档案，建议进一步健全职业卫生

档案，包括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

情况等资料；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

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记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

价报告与记录；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主

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等

相关人员职业卫生培训资料；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

或者职业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有关回执；其他有

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等。

（2）工程技术措施

建设单位应注意加强防护设施的维护检修，保证防护设施的正常

运行。建议缩短在高噪声设备处的接触时间，降低累计噪声暴露量。

为保障职业病防护设施正常运行，应指派专人定期对工作场所的

职业病防护设备进行维护、检修、用品性能的检测。确保其处于正常

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3）个体防护

加强管理，使员工能够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接触噪声的劳动

者，当暴露于 80dB（A）＜LEX,8h＜85dB（A）的工作场所时，用人

单位应当根据劳动者需求为其配备适用的护听器；当暴露于 LEX,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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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dB（A）的工作场所时，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配备适用的护听

器，并指导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具体可参照 GB/T23466《护听器

的选择指南》。

职工佩戴护耳器后，其实际接受的等效声级应当保持在 85dB以

下，理想值为 75-80dB。护耳器现场使用实际声衰减值，按以下方法

计算：将护耳器声衰减量的标称值，换算为国际标准《佩戴护耳器时

有效 A计权声级的评价》 (ISO 4869—2)所定义的护耳器单值噪声降

低数(SNR)，再乘以 0.6。
（4）按照 GBZ1-2010的相关要求，补充完善急救箱物品。

表 3-1急救箱配置参考清单

卫生要求 限有效期

药品名称 储存数量 用途

均应在

有效期内

医用酒精 1瓶 消毒伤口

新洁而灭酊 1瓶 消毒伤口

过氧化氢溶液 1瓶 清洗伤口

0.9%的生理盐水 1瓶 清洗伤口

2%的碳酸氢钠 1瓶 处理酸灼伤

2%醋酸或 3%硼酸 1瓶 处理碱灼伤

解毒药品 按实际需要 处理职业中毒

脱脂棉花 2包 清洗伤口

脱脂棉签 5包 清洗伤口

中号胶布 2卷 粘贴绷带

绷带 2卷 包扎伤口

剪刀 1个 急救

镊子 1个 急救

医用手套、口罩 按实际需要 防治施救者被感染

烫伤软膏 2支 消肿/烫伤

保鲜纸 2包 包裹烧伤、烫伤部位

创可贴 8个 止血护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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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要求 限有效期

伤湿止痛膏 2个 瘀伤、扭伤

冰袋 1个 瘀伤、肌肉拉伤或关

节扭伤

止血带 2个 止血

三角巾 2包 受伤的上肢、固定敷

料或骨折处

高分子急救夹板 1个 骨折处理

眼药膏 2支 处理眼睛

洗眼液 2支 处理眼睛

防暑降温药品 5盒 夏季防暑降温

体温计 2支 测体温

急救、呼吸气囊 1个 人工呼吸

雾化吸入器 1个 应急处置

急救毯 1个 急救

手电筒 2个 急救

急救使用说明 1个 --

（5）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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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评价结论

4.1 职业病危害分类

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的

规定，划为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一）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业—危险废物治理，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4.2 关键控制点及关键控制岗位

表 4.2-1本项目关键控制点及关键控制岗位

序号 评价单元 关键控制点 关键控制岗位

1 主体工程 单元池 操作工

4.3 结论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本项目的相关资料及我公司对现场职业卫

生调查等资料，结合项目所包含的建设内容，依据国家有关职业卫生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以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

查表相结合的方法，对本项目进行了系统的检查和评价，根据各项评

价结果，对本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做出如下结论：

（1）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确定建设项目中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包括：氨、硫化氢、氢氧化钠、氧化钙、噪声。

（2）通过检测结果分析，各岗位工人接触的噪声强度符合职业

接触限值的要求；化学物质的浓度（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要求。

综合分析，建设项目采取现有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及本报告提出的

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予以落实，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接触水平能够满足职业卫生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根据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产生、操作人员接触方式，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检测资料和职业健康检查资料以及本项目采取

的职业病防护措施的综合分析，结合本项目的具体特点分析，在正

常生产情况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强）度不会超过职业接触限

值。在事故状态下有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风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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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能够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4）建设项目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能够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的要求。

（5）应急救援措施采取补充措施能够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6）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

辅助用室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7）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8）建设项目职业健康监护能够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要求，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按照补充措施提出的要求后预计能够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报告认为“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刚

性填埋场项目”试运行期间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

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在

正常生产情况下，本项目如能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对策措施及建议，严

格执行各项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本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防护效果可行，

能达到控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能够符合

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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