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抽查技术服务机构发现的问题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1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中心 
甲级 

1.评价报告网上信息公开不全面，未公开检测项目的具体数值、专家评审意见等信息。 
2.抽查的定期检测项目存在简化技术服务程序、内容的问题。一是现场调查与现场采样在同一天进行，且

检测方案的编制时间先于现场调查的实施时间。二是现场调查的内容缺项较多，无原辅材料、工程工艺、

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防护设施等内容，工作日写实不具体。 
3.定期检测项目检测方案针对性、操作性不强。 
4.样品流转单缺少样品保存时限、储存条件等信息。实验室分析记录中的质控信息不全。 
5.定期检测项目归档资料中无现场调查影像资料。个别定期检测项目归档资料中无检测点示意图。 

2 
河北安科检测检验有限公

司 
甲级 

1.评价报告网上信息公开不全面，未公开检测项目的具体数值。 
2.抽查的定期检测项目和现状评价项目的现场调查内容不完整，对原辅材料的描述不具体。某定期检测项

目检测方案的编制时间先于现场调查的实施时间。 
3.抽查的某现状评价项目溶剂汽油采样未记录采样时间，噪声测量未记录具体的实施时间，只记录为上午

或下午。 
4.质控样品与标准曲线取自于同一标准溶液。 
5.抽查的技术服务项目存在现场采样记录不完整、检测报告所列仪器缺少唯一性标识等情况。 
6.抽查的技术服务项目归档资料中无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3 
湖南有色冶金劳动保护研

究院 
甲级 

1.抽查的 2 个技术服务项目中，各有 1 名专业技术人员未经培训合格即参与技术服务并在有关原始记录上

签名。 
2.评价报告信息未在网上公开。 
3.抽查的定期检测项目存在简化技术服务程序、内容等问题。一是 2 个项目的现场调查与现场采样在同一

天进行。二是现场调查的内容缺项较多，原辅材料、工程工艺、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防护设施等内容

未调查清楚。三是现场调查使用的表格不受控。四是采样方案针对性不强。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4.现场采样样品数量不符合采样规范要求，无现场采样布点示意图。 
5.样品管理和实验室分析不规范。一是无规范的样品流转单，使用样品发放表代替，溯源性差。二是样品

编号管理不规范，现场采集样品和实验室样品编号不对应。三是实验室分析无质控记录。四是检测结果

数值转换无法溯源。 
6.原始记录信息不规范。一是仪器设备台账记录、使用记录不规范。二是滤膜称重记录不是书写的原始记

录，而是采用电脑打印记录。三是现场采样原始记录信息不全，有缺项。四是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信息

不全，部分报告无谱图、无空白样品数据。五是某项目的现场采样人员（未经培训合格）将部分采样时

间、粉尘采样仪器的编号记录错误。 
7.技术服务档案未按照规定装订、编码、排序。定期检测项目档案未按规定装在档案盒内。 

4 
辽宁万益职业卫生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甲级 

1.抽查的定期检测报告现场采样均未采用个体采样方式，采样方案没有采样方式、采样时段、采样数量等

信息。 
2.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工作日写实记录不详细，现场调查缺少煤气制备单元运输、破碎、加料等环节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信息，且未进行检测。 
3.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检测方案编制、方案审核、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的日期均为同一天；现场采样记

录单上（6 月 16 日），编号 345 仪器在 11:27～11:42 同时进行正己烷（Q=0.2L/min）和二氧化硫（Q=0.5L/min）
的采集；高温现场测量记录单上检测日期原先记录为 2015 年 6 月 15 日，后涂改为 8 月 15 日；工时调查

和数据统计原始记录中接触时间存在不一致（经核实为录入错误）。 
4.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实验室记录中没有质量控制样品相关信息，氨的 STEL 转化应用错误。 
5.抽查的某预评价报告缺少重要生产工艺的类比数据，各岗位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预期结果与

所引用的文献结果不一致。 
6.抽查的某控效评价报告现场调查记录中工种（岗位）名称与评价方案、评价报告中工种名称不一致，接

触时间与评价报告也不一致。 

5 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 甲级 
1.抽查的报告无职业卫生调查和工作日写实记录。 
2.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采样方案缺少采样时机、采样方式等信息，采样时段选择随意。 
3.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采样方案中采样地点名称与现场采样记录中不一致。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4.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现场采样记录中“生产情况、工人停留时间”一栏记录为“正常生产，8h”，但

在检测结果统计表中接触时间为 2h。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无质量控制样品记录，仪器参数、标准物质等信息不全。 
6.抽查的某评价报告技术档案不全，报告内审稿、企业评审稿和送审稿等未归档，且技术档案缺少唯一性

标识。 

6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

治研究院 
甲级 

1.抽查的评价项目现场调查记录中缺少原辅材料（汽油、胶）组分调查记录；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缺少位

置、数量、型号等参数信息；工作日写实记录不详细，缺少工作内容、方式和时间等信息；没有企业陪

同人签字。 
2.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采样计划编制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25 日，现场调查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30 日，

现场采样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且现场调查记录中无企业陪同人签字。 
3.2014 年 10 月 28 日 10:49～11:04，同一采样人员同时在兴宁区三塘镇和石乡塘区石埠镇两个不同企业进

行粉尘定点采样。 
4.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氯化氢、氢氧化钠、二氧化硅等样品检测过程无样品处理记录，无质量控制过程

记录。 
5.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氨测定的标准曲线错误，无质控过程记录，无样品处理记录。气压检测结果计算

错误，未按照标准要求进行。 
6 抽查的某控效评价报告未对内饰涂胶、装配工手传振动进行识别。 
7.抽查的某预评价报告未对岗位接触的粉尘类别进行分析。 
8.TWA 计算公式应用错误。 

7 
河北安益职业危害检测有

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定期检测项目中氧化镁委托另外一家乙级机构进行检测，但未征得用人单位书面同意。 
2.评价报告网上信息公开不全面，未公开检测项目的具体数值。 
3.抽查的定期检测项目均存在简化技术服务程序、内容的问题。一是现场调查的部分内容由企业填写。二

是现场调查的内容缺项较多，无原辅材料、工程工艺、劳动定员、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防护设施等内

容。 
4.抽查的技术报告发现，现场采样未采用个体采样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5.在一家被服务企业的现场复核中发现，噪声测量的点位数量不够，与实际情况不符。 
6.仪器使用记录和领用记录信息不一致。某定期检测项目的现场采样记录显示有 12 台大气采样仪器在现

场采样，而仪器领用记录显示当天只领用了 8 台大气采样仪器。 
7.抽查的某定期检测项目中液体蚊香上料工接触菊酯未识别、未检测。 
8.抽查的项目档案中缺少现场调查影像资料、检测点示意图。 
9.技术服务档案未按照规定装订、编码、排序。 

8 
株洲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

治中心 
乙级 

1.在外单位（非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聘用了 4 人并以本单位名义取得了培训合格证书。经核查，这 4
人未在技术报告上签名。 
2.抽查的定期检测项目现场调查不规范。一是现场调查表格不受控，表格内容记录不全。二是现场调查内

容有缺项，缺少原辅材料、劳动定员等关键信息。 
3.抽查的定期检测项目现场采样不规范。一是采样点数量不够。二是无采样方案。三是某项目识别了臭氧、

一氧化碳、紫外辐射等危害因素，但未进行检测。四是经对某项目现场复核发现，喷漆房机械手喷漆巡

检位未布点检测。 
4.样品管理和实验室分析不规范。一是样品编号没有唯一性，采样原始记录与流转单上的样品编号不对应。

二是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无标准曲线图谱。三是某项目 3 天采集的氮氧化物样品在同一天检测，前 2 天

的样品已过保存时限。 
5.某检测项目的原始记录中检测项目为乙酸丁酯，但出具的检测报告变更为乙酸乙酯。 
6.仪器使用记录与实验室分析记录、现场采样记录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噪声、高温、照度等物理因素现场

测量记录单上未记录起止时间。天平、分光光度计的使用信息记录不全。原始记录信息划改不规范。 
7.技术服务档案未按照规定装订、编码，技术服务影像资料未存档。 

9 
长沙佳蓝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乙级 

1.抽查的某定期检测项目现场采样记录存在代人签字的现象。抽查的某现状评价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报告

编写人）在所有原始记录上签名，经核实，该负责人未参与具体技术服务事项。 
2.抽查的现状评价项目发现 3 人未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即在现场采样原始记录上签名。 
3.抽查的某定期检测项目现场调查不规范，缺少原辅材料、工况条件等关键信息。某现状评价项目现场调

查表大部分内容由用人单位填写并签名，机构并未进行确认；部分内容由机构自行开展调查，但记录不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详细、不完整。 
4.某定期检测项目，采用定点短时间（15 分钟）采集样品推算 TWA，但每个采样点只采了一个时段（15
分钟）的样品；现场采样记录与采样方案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5.样品管理和实验室分析不规范。一是没有样品流转单，样品的运输、接收、流转、保存无法溯源。二是

某现状评价项目中的氮氧化物样品未按照要求在当天检测。三是某定期检测项目中，粉尘分析的日期与

天平使用记录信息不一致。 
6.某定期检测项目中研磨岗位的粉尘、气保焊岗位的电焊烟尘以及注塑岗位存在的毒物未进行辨识，也未

检测。 
7.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信息有缺项。一是没有试剂配制记录。二是没有气相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等仪器的原始谱图。 
8.技术服务档案未按照规定装订、编码。技术服务档案缺少有关影像资料、合同评审记录。 

10 
辽宁力康职业卫生与安全

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评价报告工时记录中无工作地点的信息。维修工接触的二氧化锡数据统计原始记录中的数值与

检测报告的数据不一致。 
2.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项目委托、现场调查、工作日写实、检测方案编制和现场采样的日期均为同一天，

且现场调查中的岗位信息与工时记录、采样方案中不一致。 
3.抽查的 2 份定期检测报告均未采用个体采样方式，采样方案中缺少采样方式、采样时机、样品数量、粉

尘种类等相关信息。 
4.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记录 8:30～8:45 驾驶室、颚破、清灰等岗位粉尘采样人均为同一人，记录驾驶室

和清灰岗位粉尘采样使用的仪器均为同一台设备。 
5.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中缺少气相色谱仪的相关信息以及标准物质配制的相关信息。苯系物

TWA 计算有误，未按照现场工时记录信息进行计算。 
6.抽查的某评价报告下料工接触的电焊烟尘的 TWA 计算所使用的接触时间与工时记录中的不一致；评价

报告中没有包含检测报告中镉、六价铬的相关内容；抛光工停留 3.5 小时的工作地点未设置采样点。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

院 
乙级 

1.天平台不防震，天平室温湿度计校准日期已过期。 
2.未按要求进行评价报告网上信息公开。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3.抽查的某控效评价报告缺少工作日写实记录。现场调查记录中原辅材料、劳动定员、工作制度、职业病

防护设施等信息不足。 
4.抽查的某预评价报告缺少类比项目工作日写实和现场调查记录。 
5.抽查的定期检测报告无现场调查和工作日写实记录；检测项目由用人单位确定，未反映企业职业病危害

情况；采样方案非受控，无编制人、审核人签字，无编制日期，无批准记录。 
6.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中二氧化氮、锰及其化合物的样品空白记录不规范；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计算公

式错误。 
7.TWA 计算公式应用错误。 
8.抽查的评价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可研报告或设计文件为电子版本，无类比调查记录或工作日写实记录；

档案中资料无统一编码；评价方案未归档。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技术

研究院 
乙级 

1.抽查的评价项目工作日写实调查表不受控，调查内容中巡检路线接触时间、接触方式等信息不具体；现

场调查表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场所、防护设施参数等信息缺少；调查表无调查人、复核人签字。 
2.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现场调查和现场采样的日期为同一天；现场调查表中没有岗位、人数等信息；现

场采样方案没有编制日期，与现场调查记录信息不对应。 
3.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粉尘个体采样时段为 10:35～13:08，采样时机选择有误，不能反映工人实际接触

情况；采样点、采样对象描述不具体，溯源性差。 
4.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将 2015 年 7 月 2 日和 7 月 3 日采样信息记录在同一页记录表上，但未标明各样

品的采样日期，仪器设备使用记录表上记录的使用日期仅为 7 月 2 日。 
5.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氮氧化物等实验室检测原始记录不详细，无标准物质信息、样品处理过程记录等；

氮氧化物采样及测定未明确是一氧化氮还是二氧化氮。 
6.抽查的定期检测报告样品编号管理不规范，无法溯源。 

13 
广西德高仕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乙级 

1.抽查的某控效评价报告工作日写实记录中无岗位（工种）的作业内容、方式、时间和频率等信息；现场

调查表中液位计量仪是否为放射装置未明确，防护设施调查不具体。 
2.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无现场调查记录表，工作日写实在现场采样时进行调查记录。 
3.抽查的定期检测报告采样方案无采样时段、采样方式、采样时间等信息；高温检测时间较短，不满足检



序号 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检查发现的问题 
测要求。 
4.抽查的某定期检测报告同一采样人员于 9:02～9:17 同时进行投料岗位呼吸性粉尘采集和噪声测量；采样

人员签名不规范，存在代他人签字的现象。 
5.TWA 计算公式应用错误。 
6.抽查的某控效评价报告未对灌装线液位计量仪的 X 射线进行识别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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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网站公开的评价报告信息仅有项目名称，没有项目具体信息。 
2.抽查的检测报告中无工作日写实记录，职业卫生调查不详细，缺少工种岗位、人数、接触状况、工作地

点及工作时间等信息。 
3.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无工时调查记录，现场调查记录中原辅材料不详细，无矿石种类等信息，记录了二号

油和黄药，但无成分描述，也未对其进行检测。 
4.抽查的某检测报告未使用个体采样方式，现场采样方案不详细，缺少采样方式、采样时机等信息，采样

方法表述有误。实验室原始记录中缺少质控样品的相关记录，标准溶液配制记录不全。 
5.抽查的某检测报告中采样记录缺少仪器编号；作业人员接触时间与现场调查记录中不一致；游离二氧化

硅分析记录中缺少样品处理过程记录。 
6.抽查的某检测报告现场调查、企业委托、现场采样、方案编制日期均为同一天；现场采样记录中“接触

时间”一栏记录错误。 
7.技术服务档案归档目录信息不全，不同版本报告没有明显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