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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第4部分 制冷及空调系统安

全管理指南
5.7.3 维护
5.7.3.1 每台室内机组的名义

制冷量都不大于室外机组名义制
冷量的50%，室外机组的名义制冷
量小于或等于8kW（千瓦）时除外。

5.7.3.2 机组应在制造厂标称
的各种条件下安全、可靠地工作，
包括室内外机的最大高度差，室内
外机最大管长，室内机之间最大高
度差，最大配置率，最小配置率，最
高环境温度制冷，最低环境温度制
热。

5.7.4 检测
抽样方法按《计数抽样检验程

序》（GB/T 2828）进行，逐批检验
的抽检项目、批量、抽样方案、检查
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由制造厂
质量检验部门自行确定。

5.8 压力容器
5.8.1 状态
在移动式压力容器和固定式

压力容器之间进行装卸作业的，其
连接装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a） 压力容器与装卸管道或者
装卸软管使用可靠的连接方式；

b） 有防止装卸管道或者装卸
软管拉脱的联锁保护装置；

c） 所选用装卸管道或者装卸
软管的材料与介质、低温工况相适
应，装卸高（低）压液化气体、冷冻
液化气体和液体的装卸用管的公
称压力不得小于装卸系统工作压
力的 2 倍，装卸压缩气体的装卸用
管公称压力不得小于装卸系统工
作压力的 1.3 倍，其最小爆破压力
大于4倍的公称压力。

5.8.2 运行
5.8.2.1 基本要求
压力容器本体及其运行状况

的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压力容器的产品铭牌及其

有关标志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b） 压力容器的本体、接口（阀

门、管路）部位、焊接（粘接）接头等

有无裂纹、过热、变形、泄漏、机械
接触损伤等；

c）外表面有无腐蚀，有无异常
结霜、结露等；

d） 隔热层有无破损、脱落、潮
湿、跑冷；

e） 检漏孔、信号孔有无漏液、
漏气，检漏孔是否通畅；

f） 压力容器与相邻管道或者
构件有无异常振动、响声或者相互
摩擦；

g） 支承或者支座有无损坏，
基础有无下沉、倾斜、开裂，紧固件
是否齐全、完好；

h） 排放（疏水、排污）装置是
否完好；

i） 运行期间是否有超压、超
温、超量等现象；

j）罐体有接地装置的，检查接
地装置是否符合要求；

k） 监控使用的压力容器，监
控措施是否有效实施。

5.8.2.2 异常情况处理
压力容器发生下列异常情况

之一，操作人员应当立即采取应急
专项措施，并且按照规定的程序，
及时向本单位有关部门和人员报
告：

a）工作压力、工作温度超过规
定值，采取措施仍不能得到有效控
制的；

b） 受压元件发生裂缝、异常
变形、泄漏、衬里层失效等危及安
全的；

c）安全附件失灵、损坏等不能
起到安全保护作用的；

d） 垫片、紧固件损坏，难以保
证安全运行的；

e） 发生火灾等直接威胁到压
力容器安全运行的；

f）液位异常，采取措施仍不能
得到有效控制的；

g） 压力容器与管道发生严重
振动，危及安全运行的。

5.8.3 维护
经常性维护保养：使用单位

应当建立压力容器装置巡检制
度，并且对压力容器本体及其安
全附件、装卸附件、安全保护装
置、测量调控装置、附属仪器仪表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对发现的
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且记录，保
证在用压力容器始终处于正常使
用状态。

5.8.4 检测
5.8.4.1 定期检验
a） 使用单位应当在压力容器

定期检验有效期届满的 1 个月以
前，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
检验申请，并且做好定期检验相关
的准备工作；

b） 定期检验完成后，由使用

单位组织对压力容器进行管道连
接、密封、附件（含安全附件及仪
表）和内件安装等工作，并且对其
安全性负责；

c） 安全阀一般每年至少校验
一次，符合《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
技 术 监 察 规 程 》7.2.3.1.3.2、
7.2.3.1.3.3 校验周期延长的特殊要
求，经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
批准可以按照其要求适当延长校
验周期。

5.8.4.2 金属压力容器检验周
期金属压力容器一般于投用后3年
内进行首次定期检验。以后的检
验周期由检验机构根据压力容器
的安全状况等级，按照以下要求确
定：

a） 安全状况等级为 1 级、2 级
的，一般每6年检验一次；

b）安全状况等级为3级的，一
般3年～6年检验一次；

c）安全状况等级为4级的，监
控使用，其检验周期由检验机构确
定，累计监控使用时间不得超过 3
年，在监控使用期间，使用单位应
当采取有效的监控措施；

d）安全状况等级为5级的，应
当对缺陷进行处理，否则不得继续
使用。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
供）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王春霞）9月19日，记者从平顶山市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培训推进会上
了解到，平顶山市明确新生儿出生

“一件事”的8个事项一次告知、一表
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
网办理，其联办的时间、提交材料、
办理环节分别由过去的 32 个工作
日、9 份、16 个压减为 5 个工作日、2
份、3 个，分别压减了 84.3%、77.8%、
81.2%。

据了解，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的服务对象是河南省内助产机构
内出生，符合河南省内落户政策，
父母为同一民族，婚内出生，父母
一方为河南户籍、新生儿随省内一
方入户且为家庭户口，12 个月以内
出生的新生儿。“一件事”涵盖了出
生医学证明签发办理（首签）、预防
接种证办理、新出生儿出生登记办
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
（新生儿）、生育医疗费支付（含产

前检查费）、生育津贴支付、社会保
障卡申领、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等 8
个事项。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负责人高周介绍，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牵头负责，
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医疗保障局、省行政审批政务
信息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联办。该市卫生健康
委按照统一部署，组织各职能部门

推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在本地区
落地实施。

新生儿父母可通过线上实名
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
进入“新生儿出生”模块，经新生儿
父母授权调取其身份证、居民户口
簿、结婚证等电子证照和结构化数
据后，填写河南省新生儿出生“一
件 事 ”联 办 申 请 表 ，发 起 联 办 申
请。不能调取的申请材料，如结婚
证和父母双方身份证，可由申请人

将证件正反面拍照上传。新生儿
父母核对河南省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联办申请表和出生医学证明首
签表信息，确认无误后进行电子签
名并提交。

目前，平顶山市已完成了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平台系统
的联调联试，并于今年 8 月正式
上线使用。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33 家拥有产科的医疗机构入驻该
平台。

一次告知 一表申请 一窗（端）受理

平顶山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一网通办

本报讯（记者卜
俊成 通讯员孙 磊
贾艳艳）9 月 24 日~25
日，郑州市中小微企
业帮扶对象职业健康
业务知识培训班如期
开班。此次培训因涵
盖了职业健康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解读，部分行业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
措施，职业病危害事
故应急救援，劳动过
程中的防护与管理等
方面较为实用的职业
健康知识，得到来自
全市各区县（市）的中
小微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等 700 余人的广泛好
评。

据悉，培训班由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主
办、郑州市职业病防
治院承办。据郑州市
职业病防治院党总支
书记、院长林继军介
绍，此次培训是郑州
市职业病防治“三项
行动”实施方案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按 照

《郑州市中小微企业
职 业 健 康 帮 扶 行 动
（2024~2025 年）实 施
方案》要求，郑州市将
重点帮扶矿山、冶金、
化工、建材等职业病
危害严重行业的中小
微企业，通过开展送
知识、送技术“双送”
活动，“六个一”帮扶
工作等措施，全面提
升中小微企业的职业

病防治水平。
“中小微企业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中坚力量，对于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促
进 就 业 等 方 面 具 有
重要意义。因此，深
入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病 防
治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提高中小微企业
职 业 病 防 治 的 意 识
和能力，落实企业职
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减 少 职 业 病 危 害 事
故的发生，对更好地
保 障 中 小 微 企 业 劳
动 者 的 职 业 健 康 权
益，进一步推动全市
职 业 病 防 治 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郑 州 市 卫 生
健康委党组成员、一
级调研员杨德林说。

此次培训班特别
邀 请 了 职 业 病 防 治
领 域 的 专 家 进 行 授
课，通过理论讲解与
案 例 分 析 相 结 合 的
方式，深入浅出地解
析 了 中 小 微 企 业 在
职 业 病 防 治 过 程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实 际 问
题，并提供了切实可
行 的 解 决 方 案 。 同
时，培训班还设置了
健 康 企 业 建 设 优 秀
案例分析、职业病危
害 专 项 治 理 典 型 经
验分享等环节，让参
训 人 员 能 够 汲 取 到
更 多 先 进 的 职 业 病
防治理念和经验。

郑州提升中小微企业
帮扶对象职业健康素养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侯永
茂）近日，安阳市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
科医疗团队成功完成了一例A型主动脉夹
层合并肠道缺血手术。

患者因腹痛急诊进入安阳市人民
医院。入院后，CTA（动脉血管成像）
检 查 结 果 提 示 患 者 为 主 动 脉 夹 层（A
型）合并肠系膜上动脉闭塞。患者还
存在肠道缺血情况，需要尽快恢复肠

系膜上动脉供血。心脏大血管外科主
任医师王宏涛带领团队对患者的整体
情况进行深入评估，并制订了周密的
手术方案。

患者被迅速转运到复合手术室。术
中，手术团队为患者成功实施了胸腹主动
脉支架植入、肠系膜上动脉支架植入及左
髂总动脉支架植入等手术操作，恢复了患
者的肠道及左侧下肢血液供应。患者的

各项生命体征逐渐稳定，肠道缺血也得到
了有效改善，但主动脉夹层仍需进一步的
治疗。随后，患者被再次送入手术室，手
术团队为患者完成了升主动脉置换、主动
脉弓置换及象鼻支架术，解决了患者的主
动脉夹层问题。

术后，患者在外科重症监护室接受严
密的监护与治疗，生命体征逐渐趋于稳
定。最终，患者顺利出院。

安阳市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一名A型
主动脉夹层合并肠系膜上动脉闭塞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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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旸）9月23
日，在新疆哈密，中原名医、郑州
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与哈
密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刘道清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梅
伟中原名医工作室”正式落户哈
密。

这是继 2023 年郑州市骨科
医院与哈密市中心医院建立骨
科专科联盟后，两院的进一步
紧密合作。今后，郑州市骨科
医院将选派精英参与此项工
作，为哈密市中心医院的骨科
专科建设出谋划策、献智献力，
推动专科跨越式、高水平、高质
量发展。

签约仪式后，在哈密市中
心医院的门诊大厅，一位女士
激动地跑过来对梅伟说：“我
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今
天！这都多亏了您啊！”这位
女士是梅伟的患者，曾罹患强
直性脊柱炎合并后凸畸形，弯
腰驼背，无法正常生活长达 20
余年。2023 年 10 月，在哈密市
中心医院的义诊现场，梅伟为
她接诊，并告诉她：“你的病，
我可以治。”2023 年 11 月，在郑
州市骨科医院，梅伟为她成功
实施手术。术后，她腰背挺直
了，变得更自信开朗了。今年
中国医师节前夕，她还给梅伟
写了一封感谢信。得知梅伟
要来哈密，她又特意赶到哈密
市中心医院探望：“您的工作
室开到哈密，将来一定会有更
多像我一样的患者受益。”

2015 年以来，郑州市骨科
医院每年选派专家加入河南
省援疆医疗队，至今已经有 9
名专家参与援疆。2023 年 10
月，郑州市骨科医院与哈密市
中心医院建立骨科专科联盟，
拉进了两家医院的关系。此
次“梅伟中原名医工作室”落
户 ，将 使 双 方 的 合 作 更 加 紧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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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
区，急诊医学科医务人员紧急抢救
了一名误喝地板清洁剂的老人。

不久前，原阳县祝楼乡的70多
岁的刘老太太收到一箱快递，打开
是几瓶液体。她想起子女说过，从
网上给她买了一箱电解质饮料。
老人不识字，以为这就是饮料，高
兴地打开一瓶品尝。

“你帮我看看，这到底是啥？
我喝了几口，胃里火烧火燎的。”
喝几口发现不对劲后，刘老太太
赶紧找邻居求助。邻居一看，大
惊失色：“这是地板清洁剂呀！”老
人的子女得知消息后，立即将她
送往附近的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
区。

接诊后，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兼
北院区病区主任许丽君与医护团
队快速评估，为老人洗胃、清除毒
物，并进行了早期集束化治疗，老
人很快转危为安。

许丽君说，河南省人民医院
北院区开诊以来，急诊科中毒快
速反应小组接诊了不少因误喝导
致中毒的患者，包括误喝敌草快、
百草枯、有机磷、虫螨腈等。其
中，老人和孩子是误喝的多发群
体。

许丽君提醒，老人务必要知晓
入口的饮料是否安全、可饮用，在
不明确的时候，坚决不喝。家中的
有毒液体应选择正确的容器和摆
放位置。有危险的液体千万不要
装入饮料瓶或酒瓶等容器中，不要
放在易接触的地方，建议上锁保
存，防止误食误饮。

发现误食误饮有毒物质，该采
取怎样的应急措施呢？急诊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赵占江提醒，首先，
不要催吐。催吐会导致食管和口
咽黏膜再次被吐出来的腐蚀性物
质损害。其次，不要稀释、中和。
损伤通常是瞬间发生的，喝水稀释
可能会诱发呕吐，进一步引起并发
症。发现误食误饮有毒物质后，要
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诊；就医
时，携带好毒剂瓶，方便专家快速
明确成分，对症治疗。

急救故事

←9月5日，在郑州经贸学院，河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为学生进行结
核菌素试验（PPD）项目操作。9月3日~
23日，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为9所高校
63074名大一新生进行入学体检，为校园
卫生安全筑牢防线，全面保障学生身心
健康。 赵 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