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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一、《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生产性粉尘作业

危害程度分级》(GB 58171986)、规定了生产性粉尘(放射性粉

尘、有毒性粉尘除外)、危害程度分级，分级指标有粉尘中游

离二氧化硅含量(％)、，工人接尘时间肺总通气量[L

／(d&#8226.人)、]，粉尘浓度超标倍数。该标准将具有人体

致癌性的石棉尘，列入游离二氧化硅大于70％一类。 (一)、

使用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区分工人接触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

度的大小，是职业卫生管理的依据，但不适用于放射性粉尘

及引起化学中毒的危害性粉尘。 (二)、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

程度分级方法 根据生产性粉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工人接尘

时间肺总通气量以及生产性粉尘浓度超标倍数3项指标，按

表5一l划分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级别。 表51 生产性粉尘作业

危害程度分级表 表51中计算超标倍数的粉尘浓度是指每个采

样点的样品数，不得少于5份，取其超标倍数的算术平均值表

示。 二《高温作业分级》P189 二、《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

规范》(GBZl592004)、规定了测定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的正确

空气采样方法。空气中不同理化特性的物质，其采样测定方

法和要求各有不同。因此，在监测时，就应根据不同的情况

，正确设计空气采样方案。在执行监测任务时，必须按监测

规范的要求进行采样。如果该毒物容许限值是时间加权平均

容许浓度，就应按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测定法进行采样，最后



计算8h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如果按该毒物特点应测定短时

间接触限值，则应按STEL测定方法要求，在15min完成采样

，算出15min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如该毒物定有上限值，则

应按上限值测定法要求进行采样。以上3种采样方法都强调了

采样时间。在采样空间上可分为区域采样和个体采样两种方

式。 区域采样是在有害物质发生源附近工人活动的区域，选

择一些能反映工人实际接触状况的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可绘成

车间平面示意图标明监测点)、，在工人不同活动时进行采样

，同时记录各种活动的次数和持续时间。这种采样测定的结

果，可以用来评价有害物质的来源、污染程度、分布情况和

卫生技术措施效果等。 个体采样是利用佩戴在工人身上的个

体采样器，在一个工作班内连续不断地采集空气样品，然后

进行检验分析。其结果可以反映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班的各

种不同活动中，所接触的累积量或平均接触水平。 有些化学

物质(如氯气、一氧化碳)、可采用检气管测定。检气管是一

种把采样和分析结合起来的快速简易监测器，当场即可显示

测定结果，但它只能反映空气中毒物的瞬间约略浓度，不能

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浓度。另一种简易快速的测定法是采

用特制的能与有害物质起显色反应的试纸，也能当场显示大

致的结果。检气管和试纸法测得的结果虽不够精密、准确，

但具有简便、快速等优点，灵敏度尚能满足一般监测的要求

。为了防止发生急性中毒事故，对于以急性作用为主的毒物

，还可以在生产场所装设报警器。当空气中毒物浓度超过容

许浓度时，这种装置能迅速发出报警信号，以便及时采取紧

急措施，如开动事故通风系统、疏散工作人员到安全地带等

。 在《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l2002)、和《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2002)、贯彻实施后，为与新

的卫生标准相配套，将《车间空气中有毒物质监测采样规范

》(WSl1996)、和《作业场所空气中金属样品采集方法》(WS

／T161996)、修改合并，形成《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

测的采样规范》，并替代WSl1996、WS／T161996。该标准规

定了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和粉尘)、监测的采

样方法和技术要求。涵盖了有毒物质和粉尘监测的采样方法

，适用于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和最

高容许浓度的监测。 (一)、采样的基本要求 采样规范除要求

采样必须满足工作场所有害物质职业接触限值、职业卫生评

价、工作场所环境条件对采样的要求外，还规范了一些具体

的要求。 (1)、在采样的同时应作对照试验，有样品的空白对

照。 (2)、采样时应避免有害物质直接飞溅和阻隔。 (3)、采

样人员在采样时应注意个体防护；在易燃、易爆工作场所采

样，应采用防爆型空气采样器。 (4)、采样过程中应保持采样

流量稳定。 (5)、按新的采样规范所规定的标准方法采样。

(6)、在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的过程中，应注意防止样品

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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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