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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AE_89_E5_c62_548745.htm 91、改进项：应急准

备过程上应予改善的问题。不会对人员安全与健康产生严重

影响，视情况予以改进，不必一定要求纠正。 92、职业危害

因素分类：按来源分为生产工艺过程、劳动过程、生产环境.

按性质分为环境因素(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与

职业有关的其他因素、其他因素。 93、职业性危害因素：在

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中、作业环境中存在的危害从业人员

健康的因素。 94、法定职业病共10类115种。10类：尘肺、职

业性放射性疾病、化学因素所致职业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

业病、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其他职业病。 95、生

产过程中生产或使用的有毒物质称为生产性毒物。 96、非电

离辐射：射频辐射、红外线、紫外线、激光。电离辐射：X

线 97、白内障：红外线.电光性眼炎：紫外线.白血病：电离辐

射。 98、异常气象条件：高温作业、高温强热辐射、高温高

湿.其他异常气象条件指低温作业、低气压作业等。 99、成年

妇女禁忌参加连续负重，禁忌每次负重超过20kg，间断负重

超过25kg. 100、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

的第IV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101、

危险化学品登记注册工作由国家化学品登记注册中心承担。

102、职业病发生与生产过程和作业环境有关，还受个体的特

性差异影响。 103、职业病取决条件：有害因素的性质、有害

因素作用于人体的量、人体的健康状况。 104、职业卫生调查



分为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专题调查和事故调查3类。 105

、职业性危害因素接触评定是通过询问调查、环境监测与生

物监测等方法，对接触职业性危害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 106、职业性危害因素的危险度评定是对危害因素的危害作

用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和认定，多大剂量下、何种条件下可

能对接触者健康造成损害，并估测在一般条件下可能对接触

者健康造成损害的几率和程度。 107、职业接触限值是职业性

有害因素的接触限制量值，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

反复接触对机体不引起急性或慢性有害健康影响的容许接触

水平。化学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可分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

浓度、最高容许浓度、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三类。 108、时间

加权平均容许浓度：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8小时工作日的平均

容许接触水平。 109、最高容许浓度：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

日内，任何时间均不应超过的有毒化学物质的浓度。 110、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一个工作日内，任何一次接触不得超

过15分钟时间加权平均的容许接触水平。 111、建设项目分为

一般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和严重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 112、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分为：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防

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 113、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组根

据6项指标：急性毒性、致密性、容许浓度、急性中毒发病状

况、慢性中毒患病状况、慢性中毒后果。常见毒物有56种。

114、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分级指标：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

量，工人接触时间肺总通气量，粉尘浓度超标倍数。II级以上

危害级别的作业场所，要求做出改进计划，限期整改甚至停

产。 115、粉尘引起的职业病危害有全身中毒性、局部刺激性

、致癌性、变态反应性、尘肺等疾病。 116、露天矿作业防尘



措施：湿式钻孔或干式捕尘、确保全面通风的主风扇连续运

转、加强对司机室的防护。 117、井下防尘措施：保证作业面

足够的通风量、湿式凿岩、入风巷道回风巷道设水幕。 118、

职业癌有8种：石棉、联苯胺、苯、氯甲甲醚、砷、氯乙烯、

焦炉逸散物、络酸盐所致癌症。 119、高温作业分级按工作地

点WBGT指数(湿球黑球温度)和接触高温作业的时间将其分

为4级，级别越高强度越大。WBGT&gt.或=25℃为高温作业。

120、高温作业：工作场所胡生产性热源，其散热量大

于23W/m2.h或84kJ/m3.h的车间.或当室外实际出现本地区通风

室外计算温度时，工作场所的气温高于室外2℃或2℃以上的

作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