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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范 围

9A9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所有新建B扩建B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B技术引进项目

C以下统称建设项目D的职业卫生设计及评价E
9A;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的选址与整体布局B防尘与防毒B防暑与防寒B防噪声与振动B防非电离辐

射及电离辐射B辅助用室等方面的内容F以保证工业企业的设计符合卫生要求E

;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F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F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C不包括勘误的内容D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F然而F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E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F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E
GHIJKL:MKNI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GHMLOIN:MKKP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HMQLKJ:MKKQ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HMQKMP:MKKJ 小型工业企业建厂劳动卫生基本技术条件

GHRPPOI:MKKL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GHRPMNJ:MKKO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HSMK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HSNJ:MKNR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HTURPPOO:LPPM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HVL:LPPL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日本产业医学会的 WXYCWZZ[\]̂_‘a]bXc\‘d[efY_g_̂dDMKKJ
hiGjkChgfe_Z]ai‘alfefaZf‘lG‘mfeagfâ]bjan[d̂e_]bkop_fa_d̂dD的 UYqFLPPM

r 总则

rA9 为了贯彻执行s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t要求F体现u预防为主v的卫生工作方针F保证工业

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符合卫生要求F控制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类职业危害因素F改善劳动条件以保障职工

的身体健康F促进生产发展F特制定本标准E
rA; 在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时F应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综合防护措施F防止有害因素对工作场所

的污染F对于生产过程中尚不能完全消除的有害因素F亦应采取综合预防B治理措施F使设计符合本标准

的有关规定E
rAr 工业企业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认证的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职业卫生评价F当需要采取卫生

防护措施和配置卫生辅助设施时F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B同时施工B同时投产使用F使之符合卫生要

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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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址与总体布局

!"# 选址

!"#"# 工业企业选址需依据我国现行的卫生$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及土地利用等法规$标准和拟建工业

企业建设项目生产过程的卫生特征$有害因素危害状况%结合建设地点的规划与现状%水文$地质$气象

等因素以及为保障和促进人群健康需要%进行综合分析而确定&
!"#"’ 建设单位应避免在自然疫源地选择建设地点&
!"#"( 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应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被保护对象的上风侧&
!"#"! 严重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恶臭$粉尘$噪声且目前尚无有效控制技术的工业企业%不得在居住区$
学校$医院和其他人口密集的被保护区域内建设&
!"#") 排放工业废水的工业企业严禁在饮用水源上游建厂%固体废弃物堆放和填埋场必须避免选在废

弃物扬散$流失的场所以及饮用水源的近旁&
!"#"* 属于第一$二类开放型同位素放射性工业企业严禁设在市区内&
!"#"+ 工业企业和居住区之间必须设置足够宽度的卫生防护距离%按 ,-../012,-..///$,-.3405
2,-.3435及其他相关国家标准执行&
!"#"6 在同一工业区内布置不同卫生特征的工业企业时%应避免不同职业危害因素7物理$化学$生物

等8产生交叉污染&
!"#"9 食品工业和精密电子仪表等工业应设在环境洁净%绿化条件好$水源清洁的区域&
!"’ 总体布局

!"’"# 平面布置

!"’"#"# 工业企业的生产区$生活区%住宅小区$生活饮用水源$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点$废渣堆放

场和废水处理场%以及各类卫生防护$辅助用室等工程用地%应根据工业企业的性质$规模$生产流程$交
通运输$环境保护等要求%结合场地自然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布局&
!"’"#"’ 工业企业总平面的分区应按照厂前区内设置行政办公用房$生活福利用房:生产区内布置生

产车间和辅助用房的原则处理%产生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在生产区内除值班室$更衣室$盥洗室外%不
得设置非生产用房&
!"’"#"( 反映工业企业建筑群体的总平面图应包括总平面布置的建7构8筑物现状%拟建建筑物位置$
道路$卫生防护$绿化等内容%必须满足职业卫生评价要求&
!"’"#"! 工业企业的总平面布置%在满足主体工程需要的前提下%应将污染危害严重的设施远离非污

染设施%产生高噪声的车间与低噪声的车间分开%热加工车间与冷加工车间分开%产生粉尘的车间与产

生毒物的车间分开%并在产生职业危害的车间与其他车间及生活区之间设有一定的卫生防护绿化带&
!"’"#") 厂区总平面布置应做到功能分区明确&生产区宜选在大气污染物本底浓度低和扩散条件好的

地段%布置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散发有害物和产生有害因素的车间%应位于相邻车间全

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厂前区和生活区7包括办公室$厨房$食堂$托儿所$俱乐部$宿舍及体育场所

等8布置在当地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将辅助生产区布置在二者之间&
!"’"#"* 在布置产生剧毒物质$高温以及强放射性装置的车间时%同时考虑相应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

设施和设备的配套并留有应急通道&
!"’"#"+ 高温车间的纵轴应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当受条件限制时%其角度不得小于 10度&
!"’"#"6 厂房建筑方位应保证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相邻两建筑物的间距一般不得小于

相邻两个建筑物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高温$热加工$有特殊要求和人员较多的建筑物应避免西晒&
!"’"#"9 能布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源%尽可能地布置在车间外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不能

布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源和工业窑炉应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附近&
!"’"#"#; 车间内发热设备相对于操作岗位应设计安置在夏季最小风向频率上风侧%车间天窗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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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 以自然通风为主的厂房&车间天窗设计应满足卫生要求’阻力系数小(通风量大(便于开启(
适应季度调节)天窗排气口的面积应略大于进风窗口及进风门的面积之和)热加工厂房应设置天窗挡风

板)厂房侧窗下缘距地面不应高于 *#+,!
"#$#$ 竖向布置

"#$#$#% 放散大量热量的厂房宜采用单层建筑!当厂房是多层建筑物时&放散热和有害气体的生产过

程&应布置在建筑物的高层!如必须布置在下层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止污染上层空气!
"#$#$#$ 噪声与振动较大的生产设备应安装在单层厂房内!如设计需要将这些生产设备安置在多层厂

房内时&则应将其安装在多层厂房的底层!对振幅大(功率大的生产设备应设计隔振措施!
"#$#$#- 含有挥发性气体(蒸汽的废水排放管道禁止通过仪表控制室和休息室等生活用室的地面下)
若需通过时&必须严格密闭&防止有害气体或蒸汽逸散至室内!

. 工作场所基本卫生要求

.#% 防尘(防毒

.#%#% 产生粉尘(毒物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应尽量考虑机械化和自动化&加强密闭&避免直接操作&并应

结合生产工艺采取通风措施!放散粉尘的生产过程&应首先考虑采用湿式作业!有毒作业宜采用低毒原

料代替高毒原料!因工艺要求必须使用高毒原料时&应强化通风排毒措施!
.#%#$ 产生粉尘(毒物的工作场所&其发生源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放散不同有毒物质的生产过程

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时&毒性大与毒性小的应隔开)粉尘(毒物的发生源&应布置在工作地点的自然通风

的下风侧)如布置在多层建筑物内时&放散有害气体的生产过程应布置在建筑物的上层!如必须布置在

下层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上层的空气!
.#%#- 根据生产工艺和粉尘(毒物特性&采取防尘防毒通风措施控制其扩散&使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

达到/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01234+5+66+7要求!
.#%#" 产生粉尘(毒物或酸碱等强腐蚀性物质的工作场所&应有冲洗地面(墙壁的设施!产生剧毒物质

的工作场所&其墙壁(顶棚和地面等内部结构和表面&应采用不吸收(不吸附毒物的材料&必要时加设保

护层&以便清洗!车间地面应平整防滑&易于清扫!经常有积液的地面应不透水&并坡向排水系统&其废

水应纳入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 当数种溶剂1苯及其同系物或醇类或醋酸酯类7蒸汽&或数种刺激性气体1三氧化硫及二氧化硫

或氟化氢及其盐类等7同时放散于空气中时&全面通风换气量应按各种气体分别稀释至规定的接触限值

所需要的空气量的总和计算!除上述有害物质的气体及蒸汽外&其他有害物质同时放散于空气中时&通
风量应仅按需要空气量最大的有害物质计算!
.#%#8 设计部门应了解和掌握建设项目所使用和生产的化学物质及其产生的中间产物和副产品的工

艺流程和毒性作用的主要特点&以及有关的卫生防护资料!
.#%#9 经常有人来往的通道1地道(通廊7&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并不得敷设有毒液体或有毒气体

的管道!
.#%#: 露天作业的工艺设备&亦应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使工作地点有害物质的浓度符合规定的

接触限值的要求!
.#%#; 机械通风装置的进风口位置&应设于室外空气比较洁净的地方!相邻工作场所的进气和排气装

置&应合理布置&避免气流短路!
.#%#%< 当机械通风系统采用部分循环空气时&送入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气体(蒸汽及粉尘的含量&不
应超过规定的接触限值的 =6>!
.#%#%% 空气中含有病原体(恶臭物质1例如毛类(破烂布分选(熬胶等7及有害物质浓度可能突然增高

的工作场所&不得采用循环空气作热风采暖和空气调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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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工作场所的空气%一般直接送至工作地点&产生粉尘而不放散有害气体或放散有害气体而

又无大量余热的工作场所’有局部排气装置的工作地点%可由车间上部送入空气&
!"#"#( 经局部排气装置排出的有害物质必须通过净化设备处理后%才能排入大气%保证进入大气的有

害物质浓度不超过国家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
!"#"#) 在生产中可能突然逸出大量有害物质或易造成急性中毒或易燃易爆的化学物质的作业场所%
必须设计自动报警装置’事故通风设施%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次,-&事故排风装置的排出口%应避

免对居民和行人的影响&
!"#"#! 有可能泄漏液态剧毒物质的高风险度作业场所%应专设泄险区等应急设施&
!"#"#. 局部机械排风系统各类型排气罩必须遵循形式适宜’位置正确’风量适中’强度足够’检修方便

的设计原则%罩口风速或控制点风速应足以将发生源产生的尘’毒吸入罩内%确保达到高捕集效率&
!"#"#/ 通风除尘’排毒和空气调节设计必须遵循 012*3及相应的防尘’防毒技术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4 通风系统的组成及其布置应合理%管道材质应合格&容易凝结蒸汽和聚积粉尘的通风管道’几
种物质混合能引起爆炸’燃烧或形成危害更大物质的通风管道%应设单独通风系统%不得相互连通&
!"#"#5 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设备上的尾气和局部排气装置排出浓度较高的有害气体应引入有害气体

回收净化处理设备%经净化达到 01*6+378*336要求后排放9如直接排入大气%应引至屋顶以上 :;高

处放空&若邻近建筑物高于本车间时%应加高排放口&
!"#"$< 车间全面通风换气量的设计%应按本标准第 ="*"=条的规定执行&
!"#"$# 采用热风采暖和空气调节的车间%其新风口应设置在空气清洁区%新鲜空气的补充量应达到

:>;:,-?人的标准规定&
!"#"$$ 厂房内的设备和管道必须采取有效的密封措施%防止物料跑’冒’滴’漏%杜绝无组织排放&
!"#"$( 依据车间扬尘和逸散毒物的作业点的位置’数量%设计相应的防尘和排毒设施9对移动的扬尘

和逸散毒物的作业%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移动式轻便防尘和排毒尘设备&
!"#"$) 输送含尘气体的管道设计应与地面成适度夹角&如必须设置水平管道时%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清

扫孔%以利清除积尘%防止管道堵塞&
!"#"$! 按照粉尘类别不同%通风除尘管道内应保证达到最低经济流速&为便于除尘系统的测试%设计

中应在除尘器的进出口处设测试孔%测试孔的位置应选在气流稳定的直管段&在有爆炸性粉尘及有毒有

害气体净化系统中%应同时设置连续自动检测装置&
!"$ 有害物理因素的控制

!"$"# 防暑

!"$"#"# 工艺流程的设计宜使操作人员远离热源%同时根据其具体条件采取必要的隔热降温措施&
!"$"#"$ 热加工厂房的平面布置应呈@AB型或@CCB%或@CCCB型&开口部分应位于夏季主导风向的迎风

面%而各翼的纵轴与主导风向呈 >8D=E夹角&
!"$"#"( 高温厂房的朝向%应根据夏季主导风向对厂房能形成穿堂风或能增加自然通风的风压作用确

定&厂房的迎风面与夏季主导风向宜成 6>EF3>E夹角%最小也不应小于 D=E角&
!"$"#") 热源的布置应尽量布置在车间的外面9采用热压为主的自然通风时%热源尽量布置在天窗的

下面9采用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风时%热源应尽量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9热源布置应便于采用

各种有效的隔热措施和降温措施&
!"$"#"! 热车间应设有避风的天窗%天窗和侧窗应便于开关和清扫&
!"$"#". 夏季自然通风用的进气窗其下端距地面不应高于 *"+;%以便空气直接吹向工作地点&冬季

自然通风用的进气窗其下端一般不低于 D;&如低于 D;时%应采取防止冷风吹向工作地点的有效措

施&
!"$"#"/ 自然通风应有足够的进风面积&产生大量热’湿气’有害气体的单层厂房的附属建筑物%占用

该厂房外墙的长度不得超过外墙全长的 :>G%且不宜设在厂房的迎风面&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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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大量热或逸出有害物质的车间&在平面布置上应以其最大边作为外墙’如四周均为内墙

时&应采取措施向室内送入清洁空气’
!"#"$"( 当室外实际出现的气温等于本地区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时&车间内作业地带的空气温度应

符合下列要求)散热量小于 *+,-.+"/的车间不得超过室外温度 +01散热量 *+2334,-.+"/的车间

不得超过室外温度 501散热量大于 334,-.+"/的车间不得超过室外温度 601
!"#"$"$7 车间作业地点夏季空气温度&应按车间内外温差计算’其室内外温差的限度&应根据实际出

现的本地区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确定&不得超过表 3的规定’
表 3 车间内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规定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809 **及以下 *+ *: *5 *4 *6 *; *<=+* ++及以上

工作地点与室外温差809 3> < ; 6 4 5 : + *

!"#"$"$$ 当作业地点气温?+60时应采取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措施&并应减少接触时间’
!"#"$"$# 高温作业车间应设有工间休息室&休息室内气温不应高于室外气温1设有空调的休息室室内

气温应保持在 *52*60’
!"#"$"$@ 特殊高温作业&如高温车间天车驾驶室A车间内的监控室A操作室A炼焦车间拦焦车驾驶室等

应有良好的隔热措施&热辐射强度应小于 6>>,-.*&室内气温不应超过 *;0’
!"#"$"$B 工艺上以湿度为主要要求的空气调节车间8如纺织厂9内&空气温湿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 空气调节厂房内不同湿度下的温度要求

相对湿度8C9 5> 4> 6> ;>

温度809 +> *< *; *6

!"#"$"$! 高温作业地点采用局部送风降温措施时&带有水雾的气流达到工 作 地 点 的 风 速 应 控 制 在

+=5.-D&雾滴直径应小于 3>>E.1不带水雾的气流到达工作地点的风速&轻作业应控制在 *=+.-D&
重作业应控制在 :=4.-D’
!"#"$"$F 在炎热季节对高温作业工种的工人应供应含盐清凉饮料8含盐量为 >"3C=>"*C9&饮料水

温不宜高于 350’
!"#"# 防寒

!"#"#"$ 凡近十年每年最冷月平均气温G;0的月份在三个月及三个月以上的地区应设集中采暖设

施1出现G;0的月份为两个月以下的地区应设局部采暖设施’
表 + 冬季工作地点的采暖温度

劳动强度8分级9 采暖温度809

H 3;=*3

I 34=3;

J 3:=34

K 3*=3:

注)劳动强度分级方法见附录 L’

!"#"#"# 集中采暖车间&当每名工人占用的建筑面积较大时8?5>.*9&仅要求工作地点及休息地点设

局部采暖设施’
!"#"#"@ 凡采暖地区的生产辅助用室冬季室温不得低于表 :中的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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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冬季辅助用室的温度

辅助用室名称 气温"#$

厕所%盥洗室 &’

食堂 &(

办公室%休息室 &()’*

技术资料室 ’*)’’

存衣室 &(

淋浴室 ’+)’,

更衣室 ’+

-././.0 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等于或小于1’*#的地区2为防止车间大门长时间或频繁开放而受冷

空气的侵袭2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门斗%外室或热空气幕3
-././.- 设计热风采暖时2应防止强烈气流直接对人产生不良影响3送风风速一般应在 *.&)*.456
72送风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3
-././.8 生产时用水较多或产生大量湿气的车间2设计时应采取必要的排水防湿设施2防止顶棚滴水

和地面积水3
-././.9 车间的维护结构应防止雨水渗透2冬季需要采暖的车间2围护结构内表面应防止凝结水气2围
护结构不包括门窗3特殊潮湿车间工艺上允许在墙上凝结水气的除外3
-././.: 低温作业车间"冷库$应附设工作服烘干室及淋浴室3淋浴室气温应符合本标准表 +.’.’.4的

规定3
-./.; 防噪声与振动

-./.;.< 具有生产性噪声的车间应尽量远离其他非噪声作业车间%行政区和生活区3
-./.;./ 噪声较大的设备应尽量将噪声源与操作人员隔开=工艺允许远距离控制的2可设置隔声操作

"控制$室3
-./.;.;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有防止振动传播的措施3
-./.;.0 噪声与振动强度较大的生产设备应安装在单层厂房或多层厂房的底层=对振幅%功率大的设

备应设计减振基础3
-./.;.- 工作场所操作人员每天连续接触噪声 (小时2噪声声级卫生限值为 (+>?"@$3对于操作人员

每天接触噪声不足 (小时的场合2可根据实际接触噪声的时间2按接触时间减半2噪声声级卫生限值增

加 4>?"@$的原则2确定其噪声声级限值"表 +$3但最高限值不得超过 &&+>?"@$3
表 +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日接触噪声时间"A$ 卫生限值B>?"@$C

( (+

! ((

’ D&

& D!

&6’ D,

&6! &**

&6( &*4

最高不得超过 &&+B>?"@$C

-./.;.8 生产性噪声传播至非噪声作业地点的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制不得超过表 E的规定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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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非噪声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地点名称 卫生限值 "#$%& 工效限值 "#$%&

噪声车间办公室 ’(

非噪声车间办公室 !)

会议室 !)

计算机室*精密加工室 ’)

不得超过 ((

+,-,.,/ 具有脉冲噪声作业地点的噪声声级卫生限值不应超过表 ’的规定0
表 ’ 工作地点脉冲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工作日接触脉冲次数 峰值1"#$%&2

3)) 34)

3))) 35)

3)))) 36)

+,-,.,7 工作地点生产性噪声声级超过卫生限值8而采用现代工程技术治理手段仍无法达到卫生限值

时8可采用有效个人防护措施9
+,-,.,: 局部振动作业8其接振强度 4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不得超过 (;<=69日接振时间

少于 4小时可按表 >适当放宽9
表 > 局部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日接振时间$?& 卫生限值$;<=6&

6@4 !

@6 >

@3 36

超过上述卫生限值应采取减振措施8若采取现有的减振技术后仍不能满足卫生限值的8应对操作者

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具9
+,-,.,AB 全身振动作业8其接振作业垂直*水平振动强度不应超过表 C中的规定9

表 C 全身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工作日接触时间$?&
卫生限值

"#$%& ;<=6

> 33! ),!6

4 36),> 3,3

6,( 365 3,4

3,) 36’,! 6,4

),( 353,3 5,!

+,-,.,AA 受振动$3@>)DE&影响的辅助用室$办公室*会议室*计算机房*电话室*精密仪器室等&8其
垂直或水平振动强度不应超过表 3)中规定的卫生限值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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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辅助用室垂直或水平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接触时间#小时$日%
卫生限值 工效限值

&’#(% )$*+ &’#(% )$*+

, !!" "-.! !"" "-"/,

0 !!0-, "-1. !"0-, "-!2

+-1 !!2 "-2! !"2 "-+.

! !+!-3 !-!+ !!!-3 "-.2

"-1 !+1-! !-, !!1-! "-12

4-5-6-75 噪声和振动的控制在发生源控制的基础上8对厂房的设计和设备的布局需采取降噪和减振

措施9
4-5-6-76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修筑隔振沟9产生噪声和振动的车间墙体应加厚9为减轻噪声和振

动的产生和传播8设置隔声室以阻断噪声的传播9隔声室的天棚:墙体:门窗均应符合隔声:吸声的要

求9
4-5-6-7; 噪声强度超过 <’=,2要求的厂房8其内墙:顶棚应设计安装吸声层9
4-5-; 防非电离辐射#射频辐射%
4-5-;-7 生产工艺过程有可能产生微波或高频电磁场的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防止电磁辐射能的泄漏措

施9
4-5-;-5 工作地点电磁辐射频率在 ."">?@A.""<?@的电磁辐射强度不应超过表 !!规定的限值9

表 !! 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波 型 平均功率密度#BC$D)+% 日总计量#BC$D)+%

连续波 1" 0""

脉
冲
波

固定辐射 +1 +""

非固定辐射 1"" 0"""

工作日接触连续波时间小于 ,小时可按下述公式计算E
F&G0""$H
F&E容许辐射平均功率密度#BC$D)+%I
HE接触辐射时间#J%
工作日接触脉冲波时间小于 ,小时8容许辐射平均的功率密度按下式计算E
F&G+""$H

4-5-;-6 短时间接触时卫生限值不得大于 1)C$D)+8同时需要使用个体防护用具9
4-5-;-; 工作地点电磁辐射频率在 .">?@A."">?@的电磁辐射强度不应超过表 !+规定的限值9

表 !+ 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波形 日接触时间#J%
功率密度

)C$D)+ K$)

连续波
, "-"1 !0

0 "-!" !/

脉冲波
, "-"+1 !"

0 "-"1 !0

4-5-;-4 工作地点电磁辐射频率在 "-!>?@L.">?@的电磁辐射强度不应超过表 !.规定的限值9
4-5-;-M 产生非电离辐射的设备应有良好的屏蔽措施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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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频率

#$%&’

电场强度

#()*’

磁场强度

#+)*’

,-!."-, /, /

"-,.", 0/ 不规定

1-2-1 工频超高压电场的防护

1-2-1-3 产生工频超高压电场的设备应有必要的防护措施4
1-2-1-2 产生工频超高压电场的设备安装地址#位置’的选择应与居住区5学校5医院5幼儿园等生活5
工作区保持一定的距离4达到上述地区的电场强度不应超过 !6()*4
1-2-1-7 从事工频高压电作业场所的电场强度不应超过 /6()*4
1-2-1-8 超高压输电设备9在人通常不去的地方9应当用屏蔽网5罩等设备遮挡起来4
1-2-: 电离辐射防护应按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0@!?A=’执行4
1-7 人工空气调节

1-7-3 工作场所每名工人所占容积小于 0,*"的车间9应保证每人每小时不少于 ",*"的新鲜空气量B如
所占容积为0,.=,*"时9应保证每人每小时不少于0,*"的新鲜空气量B所占容积超过=,*"时允许由门

窗渗入的空气来换气4采用空气调节的车间9应保证每人每小时不少于",*"的新鲜空气量4
1-7-2 封闭式车间

1-7-2-3 车间内有害因素的浓度#强度’不得超过C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D#;<E!@0,,0’的
要求4
1-7-2-2 封闭式车间操作人员所需的适宜新风量为 ",./,*")F4
1-7-2-7 封闭式车间微小气候计算参数应满足表 !=的要求4

表 != 封闭式车间微小气候计算参数

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G’ 0,.0= 0/.0A

风速#*)H’ I,-0 I,-"

相对湿度#J’ ",.K, =,.K,

注L过渡季节微小气候计算参数取冬季5夏季插值4
1-8 采光

作业场所采光卫生要求应按 ;<)M/,,"=@0,,!规定执行4
1-1 照明

作业场所照明卫生要求应按 ;<)M/,,"=@0,,!规定进行4

: 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

:-3 一般规定

:-3-3 根据工业企业生产特点5实际需要和使用方便的原则设置辅助用室9包括工作场所办公室5生产

卫生室#浴室5存衣室5盥洗室5洗衣房’9生活室#休息室5食堂5厕所’9妇女卫生室4
:-3-2 辅助用室应避开有害物质5病原体5高温等有害因素的影响4建筑物内部构造应易于清扫9卫生

设备应便于使用4
:-3-7 浴室5盥洗室5厕所的设计计算人数9一般按最大班工人总数的 ?"J计算4存衣室的设计计算人

数9应按车间在册工人总数计算4
:-3-8 职工食堂5浴室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要求4
:-3-1 应根据工业企业生产性质设置职业卫生及职业病防治管理机构并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4
:-2 车间办公室

车间办公室宜靠近厂房布置9且应满足采光5通风5隔声等要求4
:-7 生产卫生室

:-7-3 应根据车间的卫生特征设置浴室5存衣室5盥洗室9其卫生特征分级见表 !/4虽易经皮肤吸收9
但易挥发的有毒物质#如苯等’可按 "级确定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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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车间的卫生特征分级

卫生特征 !级 #级 $级 %级

有毒物质

极 易 经 皮 肤 吸 收 引 起

中 毒 的 剧 毒 物 质&如 有

机 磷’三 硝 基 甲 苯’四

乙基铅等(

易 经 皮 肤 吸 收 或 有 恶

臭 的 物 质)或 高 毒 物 质

&如 丙 烯 腈’吡 啶’苯 酚

等(

其他毒物

不 接 触 有 害 物 质 或 粉

尘)不 污 染 或 轻 度 污 染

身 体&如 仪 表’金 属 冷

加工’机械加工等(

粉尘

严 重 污 染 全 身 或 对 皮

肤 有 刺 激 的 粉 尘&如 碳

黑’玻璃棉等(

一般粉尘&棉尘(

其他
处 理 传 染 性 材 料’动 物

原料&如皮毛等(
高温作业’井下作业 重作业

*+,+- 特征 !级’#级的车间应设车间浴室.$级宜在附近或在厂区设置集中浴室.%级可在厂区或居

住区设置集中浴室/浴室宜由更衣间’浴间和管理间组成/因生产事故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吸

收引起中性中毒的工作地点或车间)应设事故淋浴)并应设置不断水的供水设备/
*+,+, 车间浴室应采取防水’防潮’排水和排气措施)且不宜直接设在办公室的上层或下层/
*+,+0 淋浴器的数量)根据设计计算人数按表 !1计算/

表 !1 淋浴器设计数量

车间卫生特征级别 ! # $ %

每个淋浴器使用人数 $2% "23 42!# !$2#%

*+,+0+5 女浴室和卫生特征 !级’#级的车间浴室)不得设浴池/
*+,+0+- 南方炎热地区需每天洗浴者)卫生特征 %级车间的浴室每个淋浴器的使用人数可按 !$人计

算/
*+,+0+, 重作业者可设部分浴池)浴室内一般按每 !平方米面积可按 !个淋浴器换算/
*+,+0+0 浴室内一般按 %21个淋浴器设一具盥洗器/
*+,+6 存衣间应配置闭锁式衣柜/车间卫生特征 !级的存衣室)便服’工作服应分室存放/工作服室应

有良好的通风/车间卫生特征 #级的存衣室)便服’工作服可同室分开存放)以避免工作服污染便服/车

间卫生特征 $级的存衣室)便服’工作服可同室存放/存衣室可与休息室合并设置/车间卫生特征 %级

的存衣室)存衣室与休息室可合并设置)或在车间内适当地点存放工作服/
*+,+* 湿度大的低温重作业如冷库和地下作业等)应设工作服干燥室)对特殊工种应设除尘’消毒室/
*+,+7 车间内应设盥洗室或盥洗设备/盥洗水龙头的数量根据设计计算人数按表 !8计算/接触油污

的车间)应供给热水/
表 !8 盥洗水龙头设计数量

车间卫生特征级别 每个水龙头的使用人数

!’# #9:$9

$’% $!:%9

*+,+; 盥洗设施宜分区集中设置/在厂房内的盥洗设施应做好地面排水)在厂房外的盥洗设施宜设置

雨篷并应防冻/
*+,+< 在工作过程中)会沾染病原体或易经皮肤吸收的剧毒物质和污染严重的工作场所必须设专用洗

衣房/
*+0 生活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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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用室的配置应按照卫生特征分级定位%应与产生有害物质或有特殊要求的车间隔开%应尽

量布置在生产工人相对集中的地方&
!"#"’ 工业企业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休息室&休息室可兼作学习(取暖(进餐之用&女工较

多的企业%应在车间附近清洁安静处设置孕妇休息室&
!"#") 食堂的位置要适中%一般距车间不宜过远%但不能与有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相邻设置%不能受有

害因素的影响&食堂内应设洗手(洗碗(热饭设备&厨房的布置应防止生熟食品的交叉污染%并应有良好

的通风(排气装置和防尘(防蝇(防鼠措施&
!"#"# 厕所与工作地点的距离不宜过远%并应有排臭(防蝇措施&车间内的厕所%一般为水冲式%同时应

设洗污池&厕所的蹲位数%应按使用人数计算进行设计&
!"#"#"$ 男厕所%*++人以下的工作场所按 ,-人设一蹲位.*++人以上每增 -+人%增设一个蹲位&小便

器的数是与蹲位数相同&
!"#"#"’ 女厕所%*++人以下的工作场所%按 ,+人设一个蹲位.*++人以上%每增 /-人%增设一个蹲位&
!"#"0 休息室内应设置清洁饮水设施&
!"#"! 生活卫生用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
!"0 妇女卫生室

!"0"$ 最大班女工在 *++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应设妇女卫生室%且不得与其他用室合并设置&
!"0"’ 妇女卫生室由等候间和处理间组成&等候间应设洗手设备及洗涤池&处理间内应设温水箱及冲

洗器&冲洗器的数量应根据设计计算人数计算&按最大班女工人数为 *++1,++名时%应设一具%大于

,++名时每增加 ,++名应增设一具&
!"0") 最大班女工在 *++名以下至 2+名以上的工业企业%设置简易的温水箱及冲洗器&

3 应急救援

3"$ 生产或使用剧毒物质的高风险度工业企业(必须在工作地点附近设置紧急救援站或有毒气体防护

站%其使用面积按表 *4而定&
表 *4 紧急救援站使用面积

职工人数5人6 使用面积57,6

8/++ 9,+

/++:*+++ /+:;+

*++*:,+++ ;+:*++

,++*:/-++ *++:*,+

/-+*:*++++ *,+:*-+

<*++++ 9,++

3"’ 站内采暖(通风(空调(给水排水(电器(采光(照明及所需应急救援设施由相应国家标准(规范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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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 对本标准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必须)&反面词一般采用(严禁)*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应),反面词一般采用(不应)或(不得)*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宜)或(一般)&反面词一般采用(不宜)*
!$%$. 表示一般情况下均应这样作&但硬性规定这样作有困难的&采用(应尽量)*
!$%$/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作的&采用(可)*
!$+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0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按11执行)或(符合11要求)*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0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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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方法

!$% 采用体力劳动强度指数为分级指标

各级指数值如下&
表 ’( 劳动强度分级

劳动强度指数 级别

)(* + 轻

,-. / 中

,-* 0 重

1-* 2 过重

!$3 指数计算方法

4567(.
4&体力劳动强度指数

6&8小时工作日平均能量代谢率"9:;<=>?@7>-#
按表 ’(分级标准A8小时工作日内平均散热量"能量消耗#为&
+级&((.9:;<=B7CDE
/级&(F.9:;<=B7CDE
0级&--.9:;<=B7CDE
2级&G..9:;<=B7CDE

注&(9:;<5H$(8IJ

!$K 能量代谢率测定方法

!$K$% 工时记录表

每天选择受测工种工人 (,-名自上班至下班跟随记录其从事各项活动和休息的起止时间A连续

"或间断#测定 G天A取 G天的平均值L如遇生产不正常或发生事故时A不作为正式记录L"工时记录表

’-#&
表 ’- 劳动工时记录

动作名称 开始时间"B7>?@# 占用时间">?@# 备 注

!$K$3 平均能量代谢率"6值#
根据表 ’-将各种操作归类"近似的活动归为一类#A休息为一类L再计算出各项活动与休息在一个

工作日内累计占用时间"表 ’G#L然后分别测定各项活动和休息时的能量代谢率A再乘以相应的工作日

累计占用时间A最后计算工作日总能量消耗值L
!$K$K 为某工种劳动强度指数计算举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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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能量消耗统计表

劳动项目

平均能量代谢率

#$%&’()*+,)-.

工作日占用工时

#)*+.

能量消耗值

#$%&’()-.

& / &0/

走路 12333 43 43

搬运 "2433 133 "43

清砂 -2333 53 1-3

装车 -2633 43 133

卸车 -2333 73 183

杂活 12-33 "3 "5

休息 32733 1-3 138

合计 99 483 7-4

注:1.平均能量代谢率#;.由表 !"<表 "的测定结果获得=即

平均能量代谢率#;.#>%&’()*+,)-.7-4(483?127-6
代入公式:@?;,13

@?127-6013?172-6#A级.
按表 !1分级=劳动强度为B级

C2D2E 各劳动项目的能量代谢率#;.的测定

采用计算法=即用肺通气量计=在操作者从事该项操作 6分钟后=给受试者戴上肺通气量计的采气

口罩#务要严紧保证不漏气.=启动开关采集操作时呼出气=一般可采气 -F6分钟=关闭采气开关记录肺

通气量=再根据计算公式计算能量代谢率G每项操作要采测 6F13个样品#6个样品最好在不同人身上

完成=如受条件所限也可在同一人身上重复多次.取平均值#按 !4记录表要求操作.G
表 !4 能量代谢测定记录表

工种 操作项目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高 %)
体重 >H 体表面积 %)-

肺通气量 I()*+ 标准状态气体量 I()*+
每平方米<每分钟肺通气量#J. I()*+,)-

能量代谢率#KL. $%&’()*+,)-

代入公式:’MHKL?323746JN326"O74 #1.
’MH#1"2-5NKL.?121548N3231-6J #-.
J:肺通气量#I()*+,)-.
KL:能量代谢率#$%&’()*+,)-.
肺通气量为 "23FO2"1I()*+,)-时采用公式#1.
肺通气量为 823F"327I()*+,)-时采用公式#-.
肺通气量为 O24FO27采用公式#1.P#-.的平均值G

体表面积#)-.?323510身高#%).P3231-80体重#$H.N3216-7

根据例表 !4计算 出 的 KL值=按 !6表 归 纳=计 算 各 单 项 操 作#包 括 休 息.平 均 能 量 代 谢 率#$%&’(
)*+,)-.=再将其纳入 !"表中参加进一步计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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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表 !" 单项操作平均能量代谢率统计率

样品号
操 作 名 称

搬运 清砂 卸车 装车 走路 休息

#

$

%

&

&

&

#’

平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