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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A7_E6_8A_80_E6_c62_94455.htm 职业危害因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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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职业危害因素。 按来源分类： 1、生产

工艺过程：随着生产技术、机器设备、使用材料和工艺流程

变化不同而变化。如与生活过程有关的原材料、工业毒物、

粉尖、噪声、振动、高温、辐射及传染性因素等因素有关。

2、劳动过程：主要是由于生产工艺的劳动组织情况、生产设

备布局、生产制度与作业人员体位和方式以及智能化的程度

有关。 3、作业环境：主要是作业场所的环境，如室外不良

气象条件、室内由于厂房狭小、车间位置不合理、照明不良

与通风不畅等因素的影响都会对作业人员产生影响。 按性质

分类： （一）环境因素 1、物理因素：是生产环境的主要构

成要素。不良的物理因素，或异常的气象条件如高温、低温

、噪声、振动、高低气压、非电离辐射（可见光、紫外线、

红外线、射频辐射、激光等）与电离辐射（如X射线、γ射

线）等。 2、化学因素：生产过程中使用和接触到的原料、

中间产品、成品及这些物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

和废渣等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也称为工业毒物。毒物以粉

尘、烟尘、雾气、蒸气或气体的形态遍布于生产作业场所的

不同地点和空间，接触毒物可对人产生刺激或使人产生过敏

反应，还可能引起中毒。 3、生物因素：生产过程使用的原

料、辅料及在作业环境中都可能存在某些微生物和寄生虫，

如炭疽杆菌、霉菌、布氏杆菌、森林脑炎病毒和真菌等。 （



二）与职业有关的其他因素 如劳动组织和作息制度的不合理

，工作的紧张程度等；个人生活习惯的不良，如过度饮酒、

缺乏锻炼等；劳动负荷过重，长时间的单调作业、夜班作业

，动作和体位的不合理等都会对人产生影响。 （三）其他因

素 社会经济因素，如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的文化教育

程度、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都会对企业的安全、卫生

的投入和管理带来影响。另外，如职业卫生法制的健全、职

业卫生服务和管理系统化，对于控制职业危害的发生和减少

作业人员的职业危害，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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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