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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事有毒作业危害条件分级的技术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生产性毒物作业

引用标准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术语

生产性毒物

在生产中使用和产生的 并在作业时以较少的量经呼吸道 皮肤 口进入人体 与人体发生化学作

用 而对健康产生危害的物质

工作地点

职工为观察 操作和管理生产过程而经常或定时停留的地点

有毒作业

职工在存在生产性毒物的工作地点从事生产和劳动的作业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

在一个工作日内 职工在工作地点实际接触生产性毒物的作业时间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工作地点空气中毒物的浓度超过该种生产性毒物最高容许浓度的倍数

有毒作业分级原则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是有毒作业分级的三项指标 并分别用

表示

即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权数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权数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三项指标的确定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权数 见表



表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

见 表

极度危害

高度危害

中度危害

轻度危害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权数

以有毒作业劳动时间为计算依据 见表

表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以工作地点实际测定的毒物超标倍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工作地点空气中有毒物质的采样规定见附

录 补充件 超标倍数 的计算公式

式中 测定的毒物浓度均值

该种毒物在 表 中的最高容许浓度

分级指数 的计算

分级指数 计算公式

式中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权数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权数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分级级别见表

表

指 数 范 围 级 别

级 安全作业

一级 轻度危害作业

二级 中度危害作业

三级 高度危害作业

四级 极度危害作业

根据有毒作业的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三项指标综合评价 并

实行简化 制定出 有毒作业分级 级别表 见表



表

毒物危害

程度级别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一 二 三 四

注 跨两级区方格的级别 从左到右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 依次分别为一 二 三级 依次分别为二 三 四

级

当有毒作业工作地点空气中存在多种毒物时 应分别进行毒物作业的分级 以最严重的级别定级

同时注明其他生产性毒物作业的级别

有毒作业的分级和测定

由劳动部门及其授权的劳动安全卫生检测机构进行有毒作业的分级和测定



附 录

工作地点空气中有毒物质的采样规定

补充件

采样周期

生产性毒物每年至少测定 次 夏 冬各一次

采样地点

在职工的工作地点进行采样 如工作地点有变化应相应进行几次采样 浓度取均值

采样器应架设在操作人员呼吸带高度 有毒物质扩散的下风向位置

采样数量

在测定毒物浓度超标倍数时 每个作业场所应采集有代表性的样品 数量不得少于 个

注意事项

采样时 企业必须正常利用现有防毒措施

必须在正常生产的状况下进行采样

由于工艺流程和劳动组织的变更及设备改造 技术更新而引起劳动条件变化时 应重新测定

分析方法

参照 车间空气监测方法 第二版执行

绘制工作地点采样点平面图

有毒作业分级汇总表 见表

表

企业名称 作业场所 编号

类别

项目

工作地点

工 种 三 项 指 标

工种

名称

作业

人数

毒物危害

程度级别
毒物浓度超标倍数

毒物

名称

危害

级别

毒物

浓度

卫生

标准
超标

倍数

有毒

作业

劳动

时间

分级

级别

采样人员 分析人员 时间

分级人员 审 核 主管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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