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6 年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问题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1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

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甲级 

1.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仅对检测结果进行了评价，未对危害程度进行评价。 
2.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缺少职业病防护设施、建筑卫生学调查记录。 
3.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工作日写实不规范。 
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未对作业场所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的短时间接触浓度进行检测。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锰及其化合物检测原始记录中质控样制备信息不全，二甲苯样品活性碳管未

分前后段测定。 

2 北京中职安康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1.天平室未设置缓冲间，无机试剂未分类存放。 
2.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未对企业职业卫生“三同时”资料存档。 
3.抽查的某检测项目现场调查无检测人员影像资料。 
4.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未对施工期的职业病危害进行分析评价。 
5.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接触情况分析不详细，未对危害程度进行分析；接触水平分析不准确。 
6.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未按岗位进行合理性，有效性分析。 
7.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的现场调查不详细，抽查的某检测项目劳动定员岗位工种现场调查内容与技术

报告中不一致，工作日写实不规范。 
8.抽查的某检测项目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中未指明样品采样时段。 
9.抽查的某检测项目中氨未串联采样；22 台焊机检测布点不规范；乙酸乙酯未分开前后段测定。 

3 世纪万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甲级 

1.抽查的某检测项目中镁及其化合物、正己酮、碲及其化合物、硒及其化合物、铟及其化合物未取

得计量认证，即出具了检测报告，未委托有资质机构检测。 
2.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脱硝工艺只识别氨，未识别氮氧化合物。 
3.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未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时间、频率、方式、人数；未对采取防护措施后的

危害因素进行接触水平评价；超标点分析不详细。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4.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工作日写实不详细；项目负责人未到现场开展调查和检测。 
5.抽查的某检测项目未调查生产车间、岗位工种和劳动定员。 
6.抽查的某检测项目中噪声未按声场区测量；高温未分时段、接触高温热源情况布点测量。 
7.抽查的某检测项目中锅炉房一氧化碳接触时间与工作日写实不一致。 

4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甲级 

1.抽查的某评价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目录信息不足，资料未装订，未规范编制页码。 
2.抽查的某评价项目现场调查记录不详细，对防护设施的调查笼统，未开展工作日写实。 
3.抽查的某评价项目的评价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未明确调查内容和检测人员。检测计划笼统，未

明确采样类型、采样时间段及采样日期等信息。 
4.抽查的某报告中一氧化碳没有 ppm 转换为 mg/m3 的记录。 

5 河北安科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甲级 

1.抽查的评价报告未按要求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符合性进行评价，缺乏针对性。 
2.抽查的评价报告部分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记录不详实，如未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具体参数进行调查，

未对个体防护用品的发放数量进行调查，未对辅助卫生用室的数量和位置进行调查。 
3.抽查的评价报告工作日写实表不具体，内容没有覆盖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也未对其巡检路线进

行调查。 
4.抽查的评价项目评价方案不具体，没有明确具体的评价范围；采样计划不详细，未明确具体的采

样地点、数量、时间等信息。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有机物分析未使用色谱标准试剂配制标准系列；苯、甲苯、二甲苯检测使用

分析纯试剂配制；二甲苯分析使用的试剂中杂质含量高，同分异构体不分离。 

6 
吉林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中心

有限公司 
甲级 

1.天平室空调未设置在缓冲间，无除湿机。 
2.仪器使用记录及归档不规范。 
3.档案目录不规范，页码编制不规范。 
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 CTWA计算不正确。 
5.抽查的某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缺少有效性评价，未进行通风检测。 
6.抽查的检测报告档案中无工作日写实记录。 
7.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样品流转、样品记录信息不全，样品编号缺乏唯一性。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8.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粉尘、总尘未按照 GBZ192 采用捕集板加滤膜增重方法；氨检测前、后管未

见结果加和。 

7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甲级 

1.抽查的技术报告档案不规范，无档案页码，未装订成册。 
2.抽查的技术报告 CTWA检测结果未针对岗位。 
3.抽查的技术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查评价不具体。 
4.抽查的技术报告工作日写实信息不全。 
5.抽查的技术报告现场采样不规范。 
6.抽查的技术报告未见现场布点示意图及现场留证资料，采样计划表未设置技术负责人签字；缺少

质量控制样品相关记录。 

8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甲级 

1.抽查的技术报告档案未按要求装订成册，未标注现场调查记录页码。 
2.抽查的技术报告噪声预期接触水平未具体到岗位；化学物质 CTWA检测结果未针对岗位。 
3.抽查的某技术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不具体。 
4.抽查的某技术报告工作日写实内容不具体、不规范。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采样记录中采样人只有 1 人签字，不符合双人签字要求；记录中无“以下空白”
等记录封闭标识。 

9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甲级 

1.抽查的技术报告档案目录涂改，无统一编码，未装订成册。 
2.抽查的技术报告无工作日写实记录，工程技术人员未参与现场调查，现场调查均由 1 人完成；现

场调查表中缺项较多，接触时间无法溯源；现场调查表未授控；报告中工作日写实及接触情况无

法溯源。 
3.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样品编号不具有唯一性。 
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噪声等效声级计算无数据转换记录；CTWA计算不规范，未按照工作岗位计算；

无高温计算数据转换记录。 

10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甲级 
1.职业卫生工程技术人员无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2.抽查的某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不具体，缺乏针对性；部分作业矽尘浓度超标原因分析不

详细，整改措施针对性差。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3.抽查的技术报告现场调查表非原始填写，工作日写实无危害因素接触种类，写实记录中清洗操作

工的接触时间与采样时间不一致。 
4.抽查的检测报告数据转换记录不规范，无等效声级数据转换记录。 
5.抽查的检测报告原始记录数据随意涂改，无人员签字；粉尘现场采样记录不规范，采样时间、样

品等信息记录不清晰。 

11 湖南有色冶金劳动保护研究院 甲级 

1.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审核人、签发人均是取得评价资质，非检测资质。 
2.FPD 检测器未进行计量检定。 
3.抽查的某报告粉尘检测结果无 CTWA计算转换过程记录。 
4.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内容不准确。 
5.抽查的某报告采样时段不合适，采样频次不足。 
6.抽查的某报告粉尘检测记录誊写，未附原始记录。 
7.对抽查的某评价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发现未对马弗炉产生的一氧化碳浓度进行现场检测。 

12 浙江多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1.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未对不作为重点评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分析和说明；未对利旧工程内容进

行分析说明。 
2.抽查的评价报告工作日写实均未按照劳动者工作时间顺序明确工作内容、接害种类和接触时间。 
3.抽查的某报告的检测方案中未列出“其他粉尘”的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计划；部分采样岗位数、

样品数未按规范要求进行设置，缺少样品保存时限，储存条件等要求。 
4.抽查的某报告气相色谱分析记录中标准物质缺少厂家、批号等信息；工作场所紫外辐射检测原始

记录中缺少仪器校准因子信息。 

13 
四川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技术研

究院 
甲级 

1.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委托检测样品接收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19 日，检测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7 日，

超出样品保存期限。 
2.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工作日写实记录中，某调查记录人未经培训合格。 
3.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归档资料缺少送审稿和企业提供资料等，现场调查表内容记录不全。 
4.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工作日写实记录不全，无接触时间和巡检路线。现场调查表中防护设施、应急

救援等调查内容不全，仅 1 人参与了调查。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5.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的评价方案中人员组织及采样计划内容不全，未经技术负责人审核。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氨检测样品处理和标准不一致，没有样品绝对量的计算公式，采样记录未体

现串联过程。 
7.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合同评审内容不全，仅进行一级技术审核，技术审核人为质量负责人，无校核

记录。 

14 
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 
甲级 

1.高温炉和酸缸放置在同一房间，乙炔钢瓶放置在气相色谱室内。 
2.抽查的某报告中某专业技术人员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在原始记录中签字时，尚未与该机构签订劳

动合同。 
3.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的编制人在编制报告期间无社保缴纳记录。 
4.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实际到现场采样的 4 名人员均未经培训合格，而采样记录中实际签字人未到现

场采样。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维修区作业识别不全面，811#补焊岗位危害因素识别存在漏项，手工焊、机器

人焊岗位未识别电焊弧光。 
6.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未对企业整改后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复测。 
7.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现场调查未对脱硝系统进行调查及工作日写实。 
8.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现场调查未见工艺流程，部分原辅材料缺少主要成分描述。 
9.抽查的日常检测报告现场调查、检测计划编制、现场采样均在同一天进行。 
10.抽查的技术报告未按照规范要求选取采样时段。 

15 
四川省科学城环境安全职业卫

生监测与评价中心 
甲级 

1.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流量校准记录复核人和采样记录采样人未经培训合格。 
2.2015 年制定了年度培训计划，但未按计划实施，无培训记录。 
3.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了贫铀，但辐射危害分析缺少贫铀的危害分析内容。 
4.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涉及多种有毒或高毒物质（如氯气、氢氟酸），但结论定为“职业病危害一

般”的依据不充分。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无现场调查记录。 
6.抽查的某评价报告现场调查记录无调查日期。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7.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采样计划不完善。 
8.抽查的某检测报告高温检测原始记录未标注检测时段。 
9.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仪器校正因子应为 1.06，检测报告引用为 1.0，引用错误。 
10.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采样点用代号表示（如 1#），但未对采样点进行详细说明。总粉尘定点采

样记录中无采样流量记录，采样流量一栏中记录的是采样起止时间，审核未发现错误。 

16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甲级 

1.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白土粉尘、助剂粉尘等未测定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按照“其他粉尘”评价，与

原辅材料调查中的主要成分不符。 
2.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无工作日写实；喷漆工、调漆工工种与现场调查描述不一致。 
3.抽查的某检测报告采样计划内容不全面。 
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灭火器生产车间卸粉操作位超限倍数无数据转换过程记录。 
5.抽查的某评价报告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时间与原始记录不一致。 

17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

究院 
甲级 

1.部分空气采样器未进行定期计量检定。 
2.抽查的技术报告未按要求对档案进行统一编码，档案盒未注明项目名称、类型等信息。 
3.抽查的某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不具体，缺乏针对性。 
4.抽查的某报告职业卫生现场调查与工作日写实内容不细致。 
5.抽查的某报告采样计划内容不全面。 
6.抽查的某报告未按职业卫生标准方法进行硫化氢测定。 
7.抽查的某报告工作日写实、防护设施调查等信息记录不完整。 

18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甲级 

1.抽查的外照射剂量率仪无期间核查计划，未见期间核查记录。 
2.抽查的某报告职业接触限值理解和应用错误，利用 PC-TWA 值乘以超限倍数推导和应用一个新

的职业接触限值。 
3.抽查的某报告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判断依据错误。 
4.抽查的某报告设备维修人员（外包）未评价防护措施。 
5.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表中调查人与复核人为同一人，工作日写实不详实。 
6.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检测计划（方案）缺少检测类别、检测范围、检测项目等要素；检测方案滞后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于采样时间。 
7.抽查的某加油站检测报告的检测方案中，在加油机旁设置 1 个采样点，同时采集两个平行样，不

符合采样规范要求的采样频次的要求；采样时间记录不规范，同一气体采样器，一个样品采集完

毕后立即开始另一个样品采集，没有更换活性炭管的时间。 
8.抽查的某报告样品交接单无样品登记号。 
9.抽查的某报告样品检测流程卡的采样时间、地址未填写。 
10.抽查的检测报告样品编号不统一，有 3 种形式。 
11.抽查的某报告中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中无质控样品记录；二氧化氮检测结

果有效数字不统一。 
12.抽查的某报告原始记录无检测最终结果。 
13.抽查的某报告中对 137CS 放射源开展了中子辐射剂量检测。原始记录中开展了表面污染检测，但

对客户出具的报告中未报告表面污染检测结果。 
14.抽查的某报告原始记录检测条件缺少辐射源强、种类、照射方式等信息，未见仪器使用记录。 
15.抽查的某报告检测原始记录中解吸效率无法溯源。 
16.抽查的某报告中职业健康体检人数与现场调查记录不一致。 

19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甲级 

1.2016 年培训计划和期间核查计划时间未明确。 
2.抽查的某报告应急救援措施分析未确定可能导致急性职业病损伤的危害因素、损伤类型和工作场

所，未对应急救援设施进行有效性性评价。 
3.抽查的某项目档案中无现场调查、工作日写实等相关原始记录。 
4.抽查的某项目采样原始记录誊写，未保存原件。 

20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甲级 

1.抽查的某评价项目中二氧化碳、氨、氯化氢、二氧化硫委托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档案中未

发现被委托方资质和能力证明材料，并且提供的检测报告未加盖 CMA 印章。 
2.抽查的某报告测 241Am，计量仪（F-035）未经 X 线检定。 
3.技术档案目录不明确，缺少统一编号。归档资料缺少合同评审、检测方案评审、样品流转单等资

料。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4.抽查的某报告未识别二氧化碳，识别了磷化氢和乙醇，但未进行检测，也未予以说明。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无合同评审记录，现场调查缺少原辅料、劳动定员、防护设施等内容。 
6.抽查的某报告无检测方案评审记录。 
7.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缺少样品空白采样。 
8.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粉尘最低检出浓度 0.3mg/m3，而备注采样体积有两种（300L、360L），不合

逻辑。采样计划内容不全。 
9.样品流转单不规范，不能反映样品流转情况。 
10.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无单位，无数据转换过程。 
11.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丙酮、丁酮、正戊烷、异丙醇最低检出浓度的理解应用错误；油墨印刷类

粉尘测定了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12.抽查的某报告中氧化锌的最低检出浓度笔误为铬的最低检出浓度。 
13.抽查的某报告无检测条件，原始记录有涂改、未见协议书；检测数据少于原始记录。 

21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甲级 

1.职业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只有 2 名，且无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2.抽查的某报告中某人员未经培训合格，即在采样记录表和评价报告中签字。 
3.抽查的检测报告技术服务档案资料缺少合同评审、现场调查记录、影像资料等。 
4.抽查的评价报告未对防护设施符合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防护设施评价缺乏针对性。 
5.抽查的检测报告缺少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工艺流程图、岗位工人的职业病因素接触情况等现场

调查记录信息，未按有关要求进行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 
6.抽查的检测报告中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缺少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缺少样品保存期限和

保存条件信息；缺少采样检测仪器信息。 
7.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中甲醛、氨的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缺少质控样分析，缺少吸收液以及

相关试剂配置信息；照度检测记录无受控号；原始记录缺少采样示意图，照度检测记录中数据划

改后无划改人签字信息。 

22 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级 
1.抽查的某报告缺少职业健康监护资料。 
2.未制定 2016 年内审和管理评审计划；制定的培训计划缺少实施时间；制定的期间核查计划缺少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实施人员的信息。 
3.抽查的某报告个人剂量估算不准确，估算剂量水平值偏低。 
4.抽查的某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有效性评价不准确；针对铀、氖的通风防护措施缺少针对性。 
5.抽查的某报告中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与建议针对性不强。 
6.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信息不全；检测报告缺少岗位/工种信息，无接触时间，只有检测场所信

息便给出 CTWA结果。 
7.抽查的某报告危害因素识别不全面，未识别苯，未出具规范的 CTWA数据。 
8.抽查的某报告中石灰石粉尘均为<0.44mg/m3，原始记录中粉尘增量为 0.02mg，未达到标准规定

的 0.1mg 水平。 

23 
湛江市南海西部石油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中心 
甲级 

1.天平室未设置缓冲间，高温室未独立设置；废液处置管理不到位；试剂未按理化性质分区管理；

存放氢气钢瓶房间未设置通风系统。 
2.内审未覆盖评价内容与要求，管理评审未见评价部门输入。 
3.抽查的某评报告结论建议中未明确个人防护用品、应急设施、警示标识等具体建议，报告结论缺

少主要接触危害岗位预期接触水平。 
4.抽查的某报告工作日写实信息不完整，未见巡检路线、接触频次的描述。 
5.抽查的某报告原辅材料调查不完整。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气相色谱图谱未签字。 

24 
北京安华鼎仕检测技术服务中

心 
乙 

1.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与工作日写实不详实。 
2.抽查的某报告的内容与现场调查原始记录不一致。 
3.抽查的某报告高温检测未注明采样时段。 
4.抽查的某报告现场采样计划与实际采样不吻合，且未说明原因。 
5.抽查的某报告中环己烷、正己烷、甲醇、苯、甲苯的 CTWA计算错误。 

25 北京工业技术开发中心 乙 
1.抽查的某报告采样计划和采样任务单不全面。 
2.仪器设备使用记录表的检测样品记录信息不完整。 
3.抽查的某报告中 CTWA计算及表达不规范。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26 上海谊超化工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报告对碘进行分包检测，分包协议中的委托机构与实际检测委托机构不一致，也未经用

人单位同意；对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进行委托检测，但委托协议书及分包意见书无委托方和用人单

位盖章。 
2.抽查的报告现场调查原始记录打印，非原始填写，现场调查只有 1 人参加，无工作日写实，接触

时间无法溯源。 
3.抽查的报告评价方案中采样计划制定不规范，只有职业病危害因素、采样地点，无其它相关信息，

评价方案未经技术负责人审核。 
4.抽查的某报告中煤尘（总尘）样品编号不具有唯一性。 
5.抽查的某报告中采样人员只有 1 人，该人员 9:00 同时在甲醇槽区、甲醇现场操作位、德士古皮

带等多个场所进行采样，采样时间均记录为整点整分。 

27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报告中冲压、冲床识别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脉冲噪声，但不符合脉冲噪声定义要求；未

收集油墨 MSDS，仅识别为苯、甲苯、二甲苯。 
2.抽查的某报告工作日写实无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时间无法溯源。 
3.抽查的某报告评价方案中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无采样时段、工种、采样日期、频次及数量、样品

保存条件等信息。 
4.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有 4 个机床，但仅设置了 1 个采样点采集铝合金粉尘。 
5.抽查的某报告中样品用 A1、A2、A3 表示，缺乏唯一性标识。 

28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1.档案管理不规范，目录管理、归档内容不符合要求。 
2.抽查的某报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不全面，尤其是针对岗位接触水平的分析不到位。 
3.抽查的某报告未对防尘、防毒、防噪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与评价；部分防护设施

情况与现场不一致。 
4.抽查的某报告未规范开展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调查表内容笼统，评价报告无法溯源。 
5.抽查的某报告评价方案过于简单，不具有操作性。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的噪声、高温、电焊弧光、工频电场等未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检测。 
7.实验室检测原始记录中没有样品前处理信息，没有所使用的标准物质、批号等信息。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8.一氧化碳测定中，ppm 与 mg/m3 换算错误。 
9.对某被服务单位进行现场复核，发现部分防护设施与现场不一致。 

29 
河北顺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乙级 

1.2015 年以来，共完成评价项目 38 项，网上信息公开仅 14 项。 
2.抽查的某报告档案管理不规范，卷内目录信息不全，档案资料未装订，缺少部分评价所需的基础

资料。 
3.抽查的某报告未对地下润滑站及液压站的防噪声和通风设施进行调查、分析与评价；职业病防护

设施评价缺乏针对性，现场氯乙酸超标，但未对防护设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与评价。 
4.抽查的某报告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记录不详实，未对防护设施的位置、具体参数进行调查；工作日

写实内容缺少具体巡检路线、停留时间等信息。 
5.抽查的某报告评价方案内容不全面，缺乏可操作性。 
6.抽查的某报告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无测定时间；高温、噪声、照度的检测不符合规范要求。 
7.抽查的某报告中苯、甲苯、二甲苯、苯酚、苯乙烯等无色谱图，结果为手写。 

30 吉林油田总医院职业病防治所 乙级 
1.天平室未设缓冲间，有机和无机样品处理室未分开。 
2.抽查的某报告中同一工种出现两个超限倍数值。 
3.抽查的某报告应急救援措施评价分析不到位，缺少合理性和符合性评价。 

31 吉林省中实检测有限公司 乙级 

1.天平室的空调正对天平，未设置在缓冲间内；试剂室试剂柜无通风装置，缺少防高温烫伤等警示

标识。 
2.抽查的某报告归档目录只有页数，没有总页码，未装订存档。 
3.抽查的某报告中超限倍数计算没有过程记录。 
4.抽查的某报告在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个体防护等方面缺乏合理性评价。 

32 无锡诺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报告未标注档案页码。 
2.抽查的某报告中化学物质未针对岗位计算 CTWA。 
3.抽查的某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不够具体。 
4.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不全面，缺少工作日写实等原始记录资料。 
5.抽查的某报告评价方案或采样计划内容不全面。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6.抽查的某报告采样对象不明确。 

33 
湖南益泰安环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乙级 

1.计量认证证书的单位名称为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分析测试中心，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证书的单位名称不一致。 
2.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某采样人未经培训合格即签字。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和气相色谱仪的计量检定超过有效期。 
4.未按照规范要求公开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信息。 
5.检测、评价报告归档材料的档案编码不规范。 
6.2015、2016 年没有制定人员培训、期间核查、内审和管理评审等年度实施计划，也无实施记录。 
7.抽查的某报告无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记录。 
8.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无检测数据转换过程记录。 
9.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为誊写，未附原始记录。 

34 宁波天衡检测有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项目归档资料中仅有委托书、评价方案、评价报告等资料，无可研等企业相关资料及现

场调查、类比现场调查等资料。 
2.抽查的某报告溶剂回收工段有氧化铝粉尘，未检测也未作接触水平分析。 
3.抽查的某报告结论未按照编制要求给出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 
4.抽查的某报告中未见现场及类比现场调查资料；某报告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缺少整体的接触时

间信息，缺少在企业显著位置的影像资料。 
5.抽查的某报告检测计划中无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计划；采样岗位人数、样品数量未按照采样规

范设置；未按要求选取采样对象。 
6.抽查的某报告未按规范选取采样对象。 
7.粉尘滤膜无唯一性标识。样品交接记录单中缺少样品保存时限、储存条件信息。 
8.照度、紫外辐射检测未利用设备校准因子。 
9.粉尘称量记录表中，未记录粉尘滤膜称重时滤膜是否干燥，称重时间与天平使用记录不对应。 
10.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记录中，喷漆岗位人数为 4 人，现场采样（个体）只选 1 人。 

35 浙江正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报告结论中未给出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2.抽查的某报告原辅材料现场调查不详细，缺少工时调查，缺少在企业显著位置的影像资料，未对

粉尘的性质进行判断。 
3.抽查的某报告检测方案中只有短时间采样，没有个体长时间采样计划。 
4.抽查的某报告样品流转记录单缺少样品保存时限、储存条件等信息。 
5.气相色谱原始记录中缺少标准物质的厂家、批号、纯度等信息。 
6.抽查的某报告紫外辐射检测没有利用检测设备校准因子。 

36 四川华锦珩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1.马弗炉未按要求定期进行计量检定。 
2.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应识别而未识别“六氟化硫”。 
3.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未识别高温。 
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职业接触限值应用有错误。 
5.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分析不全面。 
6.抽查的某报告无工作日写实记录。 
7.抽查的某报告电焊烟尘采样介质和采样流量错误。 
8.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的项目委托、检测任务单、现场调查、现场采样在同一天实施。 
9.抽查的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书写不规范。 

37 四川宏鼎宸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1.档案管理不规范，档案中无目录页、页码标记等信息，基础档案归档不全。 
2.人员培训计划实施不到位，无培训效果评估。 
3.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中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存在漏项，检维修人员仅识别电焊。 
4.抽查的某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措施分析与现场调查表内容不一致，分析不到位。 
5.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无工作日写实记录，现场调查表设计内容不全，记录简单，缺项较多。 
6.抽查的某报告中硫酸采样频次、样品数不满足规范要求。 
7.抽查的某报告中无标准物质和试剂的领用记录。 
8.抽查的某报告原始记录关键信息有缺项，缺少硫酸 CTWA计算过程，无采样时段，缺少氢氧化钠

测定仪器条件及质量控制信息。 
9.抽查的某报告缺少质控审核记录，缺少技术负责人审核和校核记录，人员职责不清。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38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乙级 

1.氢气钢瓶储柜无通风系统。 
2.乙炔钢瓶与压缩空气钢瓶摆放不符合安全要求。 
3.实验室试剂管理混乱。 
4.废液未设定专门的存放区。 
5.气相色谱仪作业指导书不受控，无分发号。 
6.未按规定要求对档案编制统一页码并装订。 
7.管理评审计划未经最高管理者批准。 
8.未见针对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新颁布的规范文件的培训计划和记录。 
9.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未对锰及其化合物进行辨识和采样。 
10.抽查的某报告中粉尘只采集一个样品作为 CSTEL检测数据计算依据。 
11.抽查的某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与分析缺少型号、规格、安装等信息。 
12.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接触时间与报告书不一致。 
13.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未见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 
1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氨的采样与测定未在同一天进行。 
15.抽查的检测报告采样原始记录不规范，采样依据不具体，存在涂改现象，个体采样无样品空白

记录，原始记录有复印现象。 

39 广州中京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乙级 

1.天平室未设置缓冲间。 
2.试剂有效期有涂改。 
3.理化室未单独设置，无环境控制记录。 
4.仪器设备状态标识管理不规范。 
5.档案未按规范要求编制统一页码并装订。 
6.2015 年度内审未覆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全部技术活动，2015 年度管理评审未规范输入。 
7.抽查的某报告未进行防护设施有效性评价。 
8.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记录中原辅材料信息不全。 
9.抽查的某报告评价方案未规范审核并签字；方案针对性差，检测方案中氮氧化物未标注样品保存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期限。 
10.抽查的某报告样品编号不具有唯一性。 
11.抽查的某报告未进行粉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分析与测定。 

40 
河南安科院安全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乙级 

1.原有马弗炉已坏，未贴停用标识；新购置马弗炉未检定，也未贴标识。 
2.抽查的某报告归档资料中未见初步设计等基础资料，档案无统一编码。 
3.内审、管理评审过于粗糙，缺少质量管理的信息输入。 
4.抽查的某报告评价结论不明确、建议不具体。 
5.抽查的某报告工作日写实不具体（如某岗位写实记录为 8:00～24:00）；水泥粉尘超标百倍以上，

但分析和建议没有作为重点。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分光光度计、色谱原始记录表无质控项，也未做质控。 
7.抽查的某报告中六氟化硫 CTWA为 815mg/m3，CSTEL为<1630mg/m3，表达不符合逻辑。 
8.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书写不规范，随意涂写。 

41 河南天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1.马弗炉 4 月 11 日已到期，未停用。电子皂膜流量计无计量检定证书。 
2 抽查的某报告档案中缺乏现场调查记录、初步设计等资料。 
3.抽查的某报告未识别热煤炉燃烧产生的矽尘。 
4.抽查的某报告职业接触限值的理解和应用不准确，没有 PC-STEL 限值的化学物，也利用 PC-STEL
限值进行评价。 
5.抽查的某报告评价结论不客观，建议不具体。 
6.抽查的某报告现场调查记录不规范，内容缺项较多。 
7.抽查的某报告无工作日写实，分散度检测三级审核不全。 
8.抽查的某报告的有害物质定点采样记录单中出现同一人员同一时段（8:20-8:35）在不同地点（10
楼、9 楼、8 楼）进行采样。 
9.样品流转单未体现样品的流转情况，表格中有“样品见登记表”字样，但档案中未见登记表。 
10.抽查的某报告中氯化汞的职业接触限值应换算成以汞计，而不是氯化汞。 
11.抽查的某检测报告首页无仪器内容；原始记录中仪器设备未填写，高温检测环境条件也未填写。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42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城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乙级 

1.经培训合格的 20 名专业技术人员中，有 11 人是门诊医生或药房工作人员，实际不具体参加职业

卫生检测和评价工作。 
2.实验室面积不足 200m2。 
3.缺少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设备。 
4.部分仪器设备计量检定超过有效期。 
5.单位无网站，未进行评价报告信息公开。 
6.技术服务档案资料缺少现场调查、工作日写实、合同评审、影像资料等。 
7.2015 年无内审和管理评审记录。 
8.取得的 7 个业务范围中，只有“化工、石化及医药行业”有工程技术人员。 
9.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未对电焊工种的紫外辐射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及检测。 
10.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粉尘定点采样只采集两个样品，分别进行计算检测点的 CTWA和 CSTEL值，计

算过程不符合要求。 
11.抽查的某报告防护设施评价缺乏针对性，未对其符合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漏掉了皮带转运点

喷雾防尘设施。 
12.抽查的某报告无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相关记录。 
13.采样计划缺少采样方式、每个岗位的样品数信息、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 
1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所有的粉尘接触岗位都只选择 1 人进行采样。 
15.抽查的某报告没有样品流转记录信息。 
1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工频电场没取最大值进行评价，用平均值进行评价。 
17.抽查的某检测报告锰的测定原始记录中缺少试剂配制、样品处理相关信息；缺少质量控制相关

信息；采样记录中无采样仪器名称、生产情况等相关信息。 

43 海南佑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1.职业卫生工程人员 3 名，均未获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实验室面积不足 200m2。有机物、无机物前处理在同一个实验间进行。气相色谱室、原子吸收室

同室布置。气相色谱室无局部通风系统，实验区无控制进入措施。 
3.抽查的某报告废酸操作工和水处理操作工 CTWA计算有误。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4.抽查的某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缺乏针对性。 
5.抽查的检测报告现场调查记录及工作日写实中缺少企业基本信息、原辅材料、产品、工人防护用

品、工程防护设施等信息，缺少岗位工人工作内容，缺少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采样和检测方案缺少采样方式、采样时段、采样仪器、样品数、样品贮存条件、

保存期限等信息，缺少批准人签字。 
7.抽查的某报告中缺少样品流转记录信息。 
8.抽查的某报告工频电场数据取值没有取最大值。 
9.抽查的某报告采样记录中没有记录生产情况及工人个体防护措施等信息；二氧化硫测定原始记录

缺少质量控制信息，缺少吸收液及相关试剂配制信息。 
10.抽查的某报告磷酸测定记录中缺少样品处理详细信息，噪声测量表中无声级校准器信息。 

44 
宜兴市宜安职业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丙级 

1.计量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2016 年 5 月 8 日，已超过有效期。 
2.抽查的某报告档案卷宗无页数，未装订成册，档案盒中无名称等档案信息。 
3.抽查的某报告按工作时段和作业地点给出 CTWA计算结果。 
4.抽查的某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缺乏针对性。 
5.抽查的某报告无工作日写实调查记录。 
6.抽查的某报告配制的标准溶液使用一个月，标准物质易挥发损失。 
7.抽查的某报告原始记录不规范完整，无校核人校核签字信息。 

45 
资兴鸿斌安全生产技术培训有

限公司 
丙级 

1.仪器设备按照要求进行了定期计量检定，但未更换状态标识。 
2.尚未实际对外开展技术服务工作，未建立网上信息公开。 
3.技术资料未进入档案室统一规范管理。 
4.未制定人员培训、期间核查、内审和管理评审等年度实施计划，也无实施记录。 
5.抽查的某报告无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记录。 
6.抽查的某报告采样时段选取不符合要求，采样频次不足。 

46 浙江大学 丙级 
1.计量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2016 年 6 月 27 日，已超过有效期。 
2.天平室不符合精密仪器环境要求，天平室放置多台显微镜。无机、有机预处理在一个房间进行。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问题 
3.培训计划内容不具体，管理评审计划无签字，2015 年管理评审的输入不全。 
4.抽查的某报告缺少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记录。 
5.抽查的某报告评价方案有后补痕迹。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没有按照职业接触限值要求给出 CTWA、CSTEL的结果。 
7.抽查的某报告的粉尘记录未使用受控记录表格，无相关人员签字。 
8.抽查的某报告原始记录中标准溶液无配制过程，气相色谱检测无工作站用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