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13.100
C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GBZ/T229.2—2010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2部分:化学物

Classificationofoccupationalhazardsatworkplaces
Part2:Occupationalexposuretochemicals

2010-04-12发布 2010-11-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发 布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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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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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物危害程度级别权重更新了新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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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均容许浓度、短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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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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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suretoindustrialtox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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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接触比值 occupationalexposure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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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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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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