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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名称 爱思帝达耐时（上海）驱动系统有限公司使用固定式 X 射线探伤装置项目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报告

项目基本概况：

爱思帝达耐时（上海）驱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 2004 年 05 月 17日，是由

日本株式会社 EXEDY投资创建的外商合资企业。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复合摩擦材料及其制品、汽车自动变

速装置、汽车自动变速箱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及相关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

工业 X射线无损探伤在金属构件无损检测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X 射线探伤具有时间短、检测缺陷灵

敏度高的优点。因此，为了在无损条件下检测生产部件的组装及缺损情况，建设单位在上海市奉贤区陈桥

路 1399 号 5 期厂房 1 层北侧的 X 射线房内安装使用 1 台固定式 X 射线探伤装置，用于确认工件内部是否

存在缺陷，组装错误等。

以上工业用 X 射线探伤装置的使用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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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

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国

家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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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 月，爱思帝达耐时（上

海）驱动系统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

护评价。

地理位置：

上海市奉贤区陈桥路 1399号 5 期厂房 1 层北侧。

评价项目组长 王磊 技术负责人 吴金贵

过程控制负责人 陈荣 报告编制人 张靖

审核人 吴金贵 项目组成员 张靖、胡基业、屠文佳

评价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配备的 1台固定式 X 射线探伤装置属于Ⅱ类射线装置，依据《职业病

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 号)、《关于开展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

法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疾控综监督二函[2022]50 号），该建设项目涉及职业病危

害因素属放射性因素。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分类，结

合建设单位 X 射线探伤装置使用情况综合判断，建设单位使用固定式 X 射线探伤

装置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类的建设项目。为了确保该建设项目的安全运行，

并使各防护设计措施更为合理和优化，确保辐射防护安全，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两

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2年，必要时可增加临时性检查。放射工作人员脱离

放射工作岗位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建设单位要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个人剂量

监测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职业史、既往病史和职业照射接触史；

b.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

c.职业性放射病诊疗、医学随访观察等健康资料。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应包括：



常规监测方法和和结果等相关资料；应急或者事故中受到照射的剂量和调查调查

报告等相关资料。

（2）建议建设单位加强现场监督管理，严格要求所有从事放射工作人员在

运行期间遵守射线装置操作规程和辐射安全防护规章制度。相关操作规程及制度

主要有：放射设备操作规程；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及其周围

环境进行防护检测和检查制度，建议后续检测时，墙面布点时可将管线穿墙孔等

位置纳入检测点予以关注；组织工作人员接受防护法规、专业技术的知识培训；

个人剂量档案以及相关的台账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

（3）建设单位应注意加强自主管理，制定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保证制

定的各项防护措施、防护检测仪器均落实到位。建设单位应持续完善《辐射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内容中自主监测内容：如自主检测指标、检测条件、检测频次、

检测布点和结果评价等内容，应加强对职业放射工作人员的有关射线装置操作规

范和辐射安全防护知识的培训或再教育，进一步提高对专业技能和放射防护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

（4）建设单位应完善应急方案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有相应的预防、

处理和现场急救措施，并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应急救援的实施应有专门防护人员

负责。组织内应备有应急的急救药品和设备（如铅眼镜、铅围脖、铅围裙等），

放射性工作区域应有简明的应急处理措施指南。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放射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

（5）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将工作过程中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及其

后果、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合同中写明。劳动

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

未告知的存在职业中毒危害的作业时，应依照相关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

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6）建议公司设备维护每个月对放射设备的配件、机电设备和监测仪器，

特别是安全联锁装置，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更换部件；个人剂量管理作业时，

至少有 2 名操作人员同时在场，每名操作人员应配备一台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

计应并编号定人配戴，定期送交有资质的检测部门进行测量，并建立个人剂量档

案；档案记录应建立运行、辐射环境监测记录、个人剂量管理及维修记录制度，

并存档备查；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预案中应包括事故预防措施、发生事故后

的处理措施和事故报告程序等内容。当发生或发现辐射事故后，当事人应立即向

单位的辐射安全责任人和法定代表人报告。事故单位应根据法规要求，立即向使

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一般）”，原

则同意《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正式稿。

报告完成时间 2024 年 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