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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部分。

GBZ/T229《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按部分发布 ,目 前计划出版以下几个部分 :

——
第 1部分 :生产性粉尘 ;

——第 2部分 :化学物 ;

——第 3部分 :高温 ;

——第 4部分 :噪声。

本部分是 GBZ/T229《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的第 2部分 ,是 GBZ2.1-2007《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噼 物接触限值的配套文件。

本部分是在 GB12331— 1990《有毒作业分级》基础上修订的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

——有毒作业分级由五级改为四级 ;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杈重更新了新的标准 ,增加了分级依据 ,明 确了不同来源分级不一致时的处

理原则 ;

——依据的职业接触限值类型由原标准的单一的最高容许浓度修改为时间加杈平均容许浓度、短

时问接触容许浓度或最高容许浓度三种 ;

——增加了化学物职业接触比值的表述 ,并替代原标准中毒物浓度超标倍数比值 ;

——增加了体力劳动强度权重 ,并替代有毒作业劳动时间权重系数 ;

——附录 A为正确使用说明。删除了原标准附录 A工作地点空气中有毒物质的采样规定。

本部分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卫生监督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

生与中毒控制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周 志俊、何永华、常秀丽、朱素蓉、唐杰、朱俊、张敏、李涛、陈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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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2部分 :化学物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从事有毒作业危害条件分级的技术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用人单位职业性接触毒物作业的危害分级以及有毒作业场所 的职业卫生监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仵。凡是不注 日期伪引

"攵
什 ,共敢娇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2.1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GBZ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189.10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10部 分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GBZ230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毒作业 exposure to industriaI toxicant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可能接触到各种化学性有害因素的作业。

3.2

瓦只』L招唔匍虫比 t蔓  occupationaI eXposure ratio

工作场所劳动者接触某种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实际测量值与相应职业接触限值的比值。

4 分级

4.1 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

4.1.1 应在全面掌握化学物的毒性资料及毒性分级、劳动者接触生产性毒物水平和工作场所职业防护

效果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分级 ,同 时应考虑技术的可行性和分级管理的差异性。劳动者接触生产性毒

物的水平由工作场所空气中毒物浓度、劳动者接触生产性毒物的时间和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决定。

4.1.2 分级前应确定需要进行分级的作业。应通过系统调查识别作业场所生产性毒物的产生过程、分

布范围和采取的控制防护措施 ,收集工人既往的健康监护资料和事故资料 (如 有),全面进行职业接触评

估后确定。

4.1.3 应定期对分级结果 i预防控制措施的建议及其效果进行评估确认。如发现有关参数变动时应重

新进行分级 ,并提出新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建议。

4.1.4 分级完成后应编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报告书 ,报告书的内容应包括分级依据、方法、

结果以及分级管理建议和应告知的对象。

4.1.5 分级结果应告知用人单位负责人、管理者和相关劳动者。

4.1.6 分级过程的全部资料应归档并要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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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职业性接触毒物作业危害的分级狡∶F

4.2.1 有毒作业分级的依据包括化学物的危害程度、化学物的职业接触比值和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强度

三个要素的杈数。

4.2.2 应根据化学物的毒作用类型进行分级。以慢性毒性作用为主同时具有急性毒性作用的物质 ,应

根据时间加杈平均浓度、短时问接触容许浓度进行分级 ,只有急性毒性作用的物质可根据最高容许浓度

进行分级。

4.2.3 化学物的危害程度级别的杈重数 (WD)取值列于表 1。

表 1 化学物 D)的取值

4.2.4 化学物的

4.2.5 工作场所空气中化

化学物职业接触比值 (B)·

4.2.5.】  职业接触限值以 PGT

t/TWA ⋯·⋯·⋯·⋯·̈·⋯·⋯·⋯·⋯·⋯·(1)
PC TWA

式中 :

B——化学物职业接触 比值 ;

CTwA——现场测量的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物时间加杈平均浓度 ;

PGTWA—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其取值按 GBZ2。 l执行。

4.2.5.2 职业接触限值以 PGSTEL表 示的 :

2

数 (WD)化学物的危害程度

注 1:化学物危

注 2:《 高毒物

注 3:以上不

注 4:工作场

重系数按

高等级计

计算 。

标所得的毒

害程度级别取最严重的三

触毒物危害

触 比值 (B)

触比值 (B)的计算

式(3)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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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B-— -ˉ化学物职业接触比值 ;

咣TEL——现场测量的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物短时间加杈平均浓度 ;

PGSTEL——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

4.2.5.3 职业接触限值以最高

⋯⋯⋯⋯⋯⋯⋯⋯⋯ (3)

式中 :

B——化学

CMAc— —-现场

MAC——最高

4.2.6 劳动者

4.3 分级及分级方法

4.3.1 有毒作业按危害程 作业 (I级 )、 中度危害作业
(Ⅱ 级)和重度危害作业 (Ⅲ 级 )。

4.3.2 有毒作业的分级基础是计算分 指数 G按式(4)计算 :

GBz/T229.2-2o1o

⋯⋯⋯⋯⋯¨̈ ¨̈ ¨̈ ¨̈ ¨ (̈4)G=WD× W:× wL

式中 :

Cr一 分级指数 ;

WD— —化学物的危害程度级别的权重数 ;

W:——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物职业接触 比值的杈重数 ;

WL 一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的杈重数。

度表示的 :

作场所彐■■■■■确 (短 )

度,其取倒■■■■h执行。

表 3,仟 叨嘎而m豇飘翔茯妇 )的取值

注 :体力劳动强度 189.10执行。

为四绂△咀对无害作业“嘭σ、轻度



表 4 有毒作业分级表

4.3.3 根据分级指数 G,有毒作业分为四级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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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级管理原则

对于有毒作业 ,应根据分级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5.1 0级 (相 对无害作业):在 目前的作业条件下 ,对劳动者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应继续保持目前的

作业方式和防护措施。一旦作业方式或防护效果发生变化 ,应重新分级。

5.2 I级 (轻度危害作业):在 目前的作业条件下 ,可 能对劳动者的健康存在不良影响。应改善王作环

境 ,降低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 ,设置警告及防护标识 ,强化劳动者的安全操作及职业卫生培训 ,采取定期

作业场所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等行动。

5.3 Ⅱ级(中 度危害作业):在 目前的作业条件下 ,很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健康损害。应及时采取纠正和

管理行动 ,限期完成整改措施。劳动者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使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达到职业卫生标

准的要求。

5.4 Ⅲ级(重度危害作业):在 目前的作业条件下 ,极有可能引起劳动者严重的健康损害的作业。应在

作业点明确标识 ,立 即采取整改措施 ,劳动者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保证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达到职

业卫生标准的要求。对劳动者进行健康体检。整改完成后 ,应重新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卫生评价。

4

表 5 有毒作业 分级

分级指数(O 作 业 级 别

≤ 1 o级 (相对无害作业 )

1<G≤ 6 I级 (轻度危害作业 )

6(<G≤ 24 Ⅱ级(中度危害作业)

丿>24 Ⅲ级 (重度危害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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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正确使用说明

A。 1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评价工作场所生产性毒物作业的卫生状况 ,区分该作业对接触者危害程度的

大小 ,在综合评估生产性毒物的健康危害程度、劳动者接触水平等基础上实施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时 ,应

与生产性毒物控制和作业分级管理办法配套使用。

A。 2 作业分级的重要指标是职业接触水平。分级时 ,应考虑毒作用类型不同的化学物的接触水平。

A。 2.1 在对那些以慢性毒性作用为主同时具有急性毒性作用 ,即 同时具有 PGTWA和 PGSTEL两
种类型职业接触限值的化学物进行分级时 ,应注意考虑短时间接触对健康的影响。在依据 PGTWA接
触比值进行分级的基础上 ,还应根据 PGSTEL接 触比值对短时间接触程度进行分级。

A.2.2 对于只有 PC TWA而 没有 PGSTEL的化学物 ,化 学物接触 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未超过
P⒍TWA的作业 ,还应注意任何时间接触 水平的波动不得超过超限倍数。如果超出超限倍数 ,可参考

依据 P⒍STEL接触比值进行的分级。

A。 2.3 对于只有急性毒性作用的物质 ,即 化学物只有 MAC一 种限值时 ,则 只计算 MAC接 触比值并

进行分级即可。

A.2.4 当工作场所同时存在多种化学物时 ,B值为各化学物职业接触比值之和 ,即 :

B=B1+B2⋯ +B刀

A。 3 如果多次检测所得数据不一致时 ,应 以最大值计算职业接触比值。

A。 4 应严格按照 GBZ159工 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要求进行检测 ,采样工人数量及

样品数必须符合标准的最低要求。否则不能开展对该作业的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