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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2023年版）

（节选）
第4部分 制冷及空调系统安

全管理指南
5.3.3.2 制冷剂充注
a） 制冷剂充注一般由厂家专

业人员完成；
b） 制冷剂充注人员需经过专

门的安全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并
配备必要的安全器材；

c） 制冷系统充注制冷剂应该
在制冷系统气密性实验和制冷设
备管道隔热工程完成并经检验合
格后进行；

d） 制冷剂的充注量及方式应
符合设计文件或设备说明书的要
求；

e） 制冷剂容器经过压力和密
封性检验之后，才能充注制冷剂；

f） 制冷剂容器不应连接至
系统的高压部分或具有液态制
冷剂液压的管路，以防制冷剂由

于压力回流而进入制冷剂容器，
制冷剂的回流会导致充注出错，
甚至制冷剂容器过满压力可能
变得过高，使容器爆裂，或释压
阀开启；

g） 尽量缩短充注连接管的长
度，并装有阀或自动关闭接头，使
制冷剂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h）应采用磅秤或容积式充注
装置计量转移到系统的制冷剂质
量或容积，充注非共沸混合制冷剂
时，要按照制冷剂生产厂的说明将
制冷剂液体充入；

i）对系统进行充注时，鉴于液
击的危险性，应采取谨慎措施，使
充注量绝对超过最大允许值，应在
系统低压部分进行制冷剂的充注，
自液体主管路截止阀往下游的每
一个点都被认为是低压点；

j）向系统充注制冷剂之前，应

确认制冷剂容器内的制冷剂，加入
不适用的物质会引起爆炸或其他
事故，应缓慢小心地打开制冷剂容
器；

k） 当制冷剂的充注或回收结
束时，应立即切断系统与制冷剂容
器的连接；

l）当充注和移动时，制冷剂容
器不应敲击、跌落、乱扔在地上或
暴露在热量辐射中；

m） 应查验制冷剂容器的受
腐蚀情况；

n） 对系统进行制冷剂充注
时，例如检修之后，应谨慎地将制
冷剂少量逐渐充入，以避免过量，
同时应观察高、低压侧的压力；

o）若大于系统的最大充注量
允许值，有必要将部分制冷剂转移
到制冷剂容器中，在转移过程中应
仔细地对制冷剂容器进行称量，不
应超过容器的最大充注量。制冷
剂容器的制冷剂充注不可过满，不
可到达极限点，即容器内制冷剂液
体由于温度的升高出现膨胀，引起
容器体爆裂，应在容器上标出最大
允许充注量；

p） 多个制冷剂容器不应同时
使用，否则会导致未受控制的制冷
剂转移，可能造成温度较低的容器

过量充注；
q） 当给制冷剂容器充注时，

应不超过其最大承载能力（20摄氏
度左右，液体约占80%的体积），承
载能力是容器内容积和参考温度
（通常为20摄氏度）下制冷剂液体
密度的函数；

r） 制冷剂只能充注到被恰当
标识了压力等级的容器，因为不同
的制冷剂具有不同的饱和压力。

s） 为避免不同种类、不同级
别（如再生的）制冷剂混合的危
险，用于充注制冷剂的容器应是
先前用来充注同类制冷剂的，容
器体应清晰地标示其制冷剂类
别；

t） 应通过给接收容器冷却或
给排放容器加热的方法使两容器
之间建立压力差，采用包裹式加热
器进行加热，该加热器装有一设定
温度为55摄氏度或以下的恒温器
和热力熔丝或非动复位的热力断
流器，在其设定温度下，制冷剂饱
和压力不大于容器内泄压装置设
定值的85%；

u）不应采用直接将制冷剂排
放到大气中的方法降压；

v） 不应采用明火、辐射加热
器或直接接触的加热器对制冷剂

容器加热；
w）具有体积刻度表的充注器

应装设泄压阀；
x） 如果由限流器限制输入功

率，使用该类型充注器的沉浸式电
加热器允许没有温度限制的装置，
可以持续加热运行至充注器制冷
剂压力小于安全阀设定压力的
85%，不考虑充注器内液体的液位。

5.3.3.3 制冷剂的储存
a） 制冷剂容器应储存在专用

的阴凉场所，制冷剂容器要远离火
灾风险、免受太阳光直射、远离直
接热源，室外储存的容器要能承受
大气的变化，避免太阳的辐射；

b） 应小心操作，避免容器及
其上的阀门受到机械损坏，即使安
装有阀保护器，容器也不能跌落，
在储存区域内，应将容器有效地固
定，防止其滑落；

c） 当容器不在使用状态时，
应关闭容器上的阀并加上罩盖，当
有要求时应更换密封垫；

d） 除制冷系统部件中的制冷
剂外，制冷剂量不大于200千克的
制冷剂容器可贮放在专用的机房
内。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
供）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
李元林 夏 伟 董一鸣）9月3日，
记者从漯河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漯河市开展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
帮扶行动，组建9支帮扶团队对120
家企业进行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
帮扶，进一步落实中小微企业职业

卫生主体责任，切实改善工作场所
劳动条件，预防、控制、减少和消除
职业病危害，提升中小微企业职业
健康管理水平，保障劳动者的职业
健康权益。

舞阳县、临颍县、召陵区、源汇
区和郾城区紧紧围绕“双送”（送知

识、送技术）主题，组织专家深入企
业，开展“六个一”帮扶工作，围绕全
面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职业
卫生管理制度、档案，职业病防护设
施和个人防护用品合理配置，职业
病危害警示标识和告知卡规范设
置，职业病危害项目正确申报，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依法组织职业病危害作业劳动者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等方面开展指导。

下一步，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将
以化工、建材、机械制造等职业病危
害严重的行业领域为重点，深入开
展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行动，

指导帮助中小微企业全面落实职业
病防治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做好现
场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和评价，以
点带面，推动中小微企业规范职业
健康管理，提升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水平，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

漯河开展中小微企业
职业健康帮扶行动

本报讯（记者赵忠
民 通讯员辛 昕）8 月
30 日，由商丘市卫生健
康委、商丘市总工会联
合主办，商丘市第一人
民医院承办的商丘市第
四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
举办。

此次竞赛内容包括
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急
救技能和辅助检查结果
判读等，重点考查参赛
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等。来自全
市的 13 支代表队 42 名
选手同台竞技。

本次竞赛激励全科
医生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和专业技能，达到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和培养
高素质技能型全科医学
人才的目的，对提升全
市全科医生临床实践能
力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商
丘
举
办
第
四
届

全
科
医
生
技
能
竞
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慧 李中洲）大爱
无言，善始善成。完成
了100次无偿献血的王
鸿强认为，献血让他和
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有
了奇妙的联系。

5 月 25 日，王鸿强
在河南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完成了他的第100
次无偿献血。这个数
字体现了他对社会的
责任和担当。手捧奖
杯和鲜花的他眼神中
充满了坚定和自豪。28
年来，他多次因献血受
到表彰，曾先后获得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银
奖 、金 奖 和 终 身 奉 献
奖。

王鸿强第一次献
血是在 1996 年。当时
作为医学生的王鸿强
深知血液对于挽救生
命的重要性。第一次
走进河南省红十字血

液中心的他心中既兴
奋又忐忑，但当挽起衣
袖的瞬间，紧张的情绪
被责任感和使命感取
代。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王 鸿 强 从 校 园 步
入 社 会 ，因 为 工 作 原
因 ，献 血 中 断 了 一 段
时间。直到 2008 年汶
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
天 ，得 知 灾 区 急 需 用
血的王鸿强立刻到河
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捐 献 血 液 ，用 自 己 的
方式为灾区送去温暖
与 力 量 。 从 那 之 后 ，
他就开始连续有规律
地 献 血 ，并 加 入 了 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

王鸿强奉献热血、
不图回报，只为能给需
要用血的患者带去希
望，他用质朴的行动诠
释博爱的真谛。

王鸿强：用热血
书写爱的篇章

河 南 省 人 民
医院脑血管复合
外科主任薛绛宇
1993 年从医以来，
坚持通过画图和
患者沟通病情，帮
助患者了解病情。

薛 绛 宇 说 ：
“由于医学的专业
性较强，在日常诊
疗中，我经常遇到
医生拿着 CT（计
算机层析成像）检
查片子给患者解
释病情，患者听得
一头雾水。但是，
通过图片来讲解，
患者理解起来就
容易得多。示意
图把疾病的重点
都标记出来了，直
观、明了，我稍微
一讲，患者就能听
明白。我还会配
上简要的注解文
字，免得事后患者
遗忘或者曲解医
生的意思。”

不 少 患 者 是
委托家人或朋友
带着资料来郑州
找薛绛宇咨询健
康问题的。代办
人需要把薛绛宇
的诊疗意见带回
去，转述是个大问
题。薛绛宇通过
画图把诊疗意见
标注上去，代办人
把图纸拿回去，患
者一看就明白了。

薛绛宇通过画图和患者沟通的这个习惯，是
受他刚工作时的带教老师李昭钧的影响。李昭钧
对他提出严格的要求：每一台手术后，手术记录必
须配上插图。“李主任很认真，我丝毫不敢偷懒。
慢慢地，画图就成了习惯。随后，我还把画图融入
日常诊疗中。”薛绛宇说，从被动到主动，他坚持了
30多年。

“我画的草图突出病情重点、简单易懂，也好
讲解。多年后再看到，我一眼就能理解患者当年
的情况。”薛绛宇说，“感谢患者的信任，不少患者
把草图当作重要的病史资料保存下来。有时候，
我再看到自己多年前绘制的草图，会有一丝亲切，
一点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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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亮点

王鸿强正在进行他的第100次献血。
苗 军/摄

河南多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中小学开展爱卫运动
鹤壁：开展“健康副校长”专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张 琦）近 日 ，鹤 壁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组 织 开 展“ 健 康 副
校 长 ”专 业 技 能 培 训 ，进 一 步 强
化 学 校 卫 生 健 康 教 育 、提 升“ 健
康 副 校 长 ”专 业 素 养 和 综 合 能
力 。

授课老师围绕“健康科普的技巧”

“如何让青少年远离烟草”等内容进行
授课，并对如何开展针对性和个性化
的健康科普及创新控烟教育方式方法
提出建议。

“鹤壁始终以提升学生健康素养
为目标，将健康教育融入学校教学过
程，实施‘健康副校长’工作制度，着

力加强未成年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
进工作，全力保障中小学、幼儿园师
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鹤壁市卫
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自 2023 年 6
月“健康副校长”工作启动以来，全市
已开展活动 247 次，近 3 万名学生受
益。

博爱：开展中小学

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 琦）自

8 月 19 日起，博爱县爱卫中
心组织专业病媒生物防制公
司对辖区内中小学集中开展
病媒生物消杀活动，给广大
学子营造一个舒适、健康的
校园环境，降低病媒传染病
的传播风险。

本次活动主要针对各校
园的厕所、垃圾收集容器、绿
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蚊蝇药
物消杀。此次服务活动共涵
盖中小学校29所，喷洒药物
10 千克，消杀面积 2 万余平
方米，校内蚊蝇等病媒生物
得到有效控制。 淇县：开展垃圾分类“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记者张 琦）近日，淇县
城市管理局联合淇水社区和淇县淇洁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红旗路小学开展
垃圾分类“开学第一课”。

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向学生们播
放了垃圾分类宣传视频，鼓励学生

从身边做起，争做垃圾分类环保小
卫士；通过模拟日常分类投放，为学
生学习垃圾分类增添趣味性。结合
垃圾分类主题，学生们将自己所了
解的垃圾分类知识和同学一起分
享。

此次垃圾分类“开学第一课”，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学生们扣
好自觉参与垃圾分类的“第一颗纽
扣”，以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牵动社
会，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
围。

8月29日，在濮阳黄河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带领参观者做八段锦养生操。当天，濮阳县财政局30余名职工及其家属走进
濮阳黄河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切身体会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陈述明 管琳琳 吴 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