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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条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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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是企业进入市场的法定要件

一!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是企业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工作格局是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

全面负责"群 众 参 与 监 督"全 社 会 广 泛 支 持#$这 是 国 际 通 行 的 !政 府"
雇主 %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和事业单位’"雇员 %职工群众’#三方机制在

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体现(在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中$由于企业是生产"经营

活动的主体$也是履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主体$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保

障安全生产$企业是关键( )安 全 生 产 法*第 一 章 !总 则#第 四 条 规 定&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

全生产(#
保障安全生产需要从各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其中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是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劳动法*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生#第五

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

条件++#,)安全生产法*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

条 %总第十六条’明确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上述规定明确了两个问题(
!" 企业只有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才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企业只有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才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是企业

进入市场的法定要件(
我国的安全生产方针是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这是党中央 !三个

代表#思想和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体现$必须认

真落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大安全生产投资力度$以确保企业具备

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大量事故调查结果表明&生产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绝大多数都与企

业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存在大量事故隐患有着直接

关系(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企业发生生产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反

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企业发生生产事故$甚至发生重大"特大事故

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此为了预防生产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保障职

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必须要求企业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 衡量企业 是 否 具 备 安 全 生 产 条 件 的 依 据 是 有 关 法 律"行 政 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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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文件(目

前$与 !安全生产条件#有关的法律主要有 )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

法*")矿山安全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建筑法*")消防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铁路法*")水上交通法*")民用航空法*等(

%#’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

前$与 !安全生产条件#有关的行政法规主要有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民用爆破物品管理条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矿山安

全法实施 条 例*" )特 种 设 备 安 全 监 察 条 例*以 及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条

例*等(
%$’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近年来$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相关主管 部 门 颁 布 了 一 系 列 有 关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的 规

章(主要有 )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民用爆破器材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国现行的标准体系主要由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三级构成(

! 国家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定的技术要求$由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国家标准是我国标准体系的主体(

" 行业标准(是在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定的

标准$是国家标准的补充(

# 地方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后$该项地方标准即行废止(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身安全健

康"财产安全的标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

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劳

动安全卫生标准一般都是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国 家 标 准 的 代 号 为 !&’#$推 荐 性 国 家 标 准 的 代 号 为 !&’-

(#,部分行业强制性标准的代号参见表!)!$推荐性标准则在行业代号后

加 !-(#(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的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包括基础性"综合性标准$安全管理标准$生产作业现场的

安全标准$生产作业或施工的工艺安全标准$安全设备"设施"仪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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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部分行业强制性标准代号

行!业!标!准 代!!号

船舶行业标准 *’
建设行业标准 *++
电力行业标准 ,-
纺织行业标准 ./
化工行业标准 0&
机械行业标准 +’
安全行业标准 12

行!业!标!准 代!号

煤炭行业标准 3(
石油行业标准 45
石化行业标准 40
兵工民品行业标准 6+
卫生行业标准 64
有色金属行业标准 54
劳动和劳动安全行业标准 -,

材以及安全防护用品的产品标准$安全检测检验标准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类标准都处于动态管理之中$每年由国务院主

管部门公布新制订"修订"废止的标准$在使用标准时需要核对其是否为

!现行#的 标 准(现 行 标 准 目 录 可 以 从 中 国 标 准 服 务 网 %网 址&777"
899:":;<"8:’中查到(

二!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概述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简称 )条例*’于#==%年!月!$日由温家

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号令发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

式确立企业安全生产的准入制度$也是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 !事后查处#
向 !源头管理#转变$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事故的重大举措(

!一"立法目的及适用范围

!" 立法目的

)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国家安全生产方针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并

首次明确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为安全生产许可证

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条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严格规范企

业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防止和减

少生产事故(
实践证明$缺乏明确的企业安全生产准入条件$安全生产的 !门槛#

过低$使得大批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得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对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偏重于 !事后#处理$经常是 !头疼医头"脚疼医

脚#$缺乏治本之策是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必

须按照规则取得 !入场#资格 %即主体资格’(企业是否具备法定安全生

产条件是衡量其是否符合安全生产准入资格的主要标准$符合标准的才能

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因此要从源头上解决安全生产准入的问题$首先要依

法规范企业必须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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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条例*发布以前$国家多年来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者技术

标准等形式对安全生产条件做过不少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比较笼统"分散

零碎"不衔接$或 者 相 互 交 叉 甚 至 矛 盾$不 够 明 确"不 够 严 格"漏 洞 较

多$操作性也不够强$不能有效地规范企业的安全生产资格$不能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安全生产准入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依法建立安

全生产许可制度势在必行$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

条件是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核心内容()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企业

必须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才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以说安全生产许可证

制度是 )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的具体落实(
#" 适用范围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适用范围就是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发放范围()条例*
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 %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企业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

! 我国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问题较多$积重难返$实施许可证制度

必须首先抓住重点行业(

" 上述五个行业都具有生产危险性较大$对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求较

为严格的特点$而 实 际 情 况 又 是 安 全 生 产 方 面 的 问 题 比 较 严 重$生 产 事

故$特别是重大"特大生产事故较多的行业(从我国近年来工矿企业 %不

包括交通事故’每年因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来看$居前%位的依

次是&矿山 %含煤矿’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烟花

爆竹企业$而且重特大事故也多集中在这些行业中(
!二"实施要点

!" 前置性审查和动态监督管理相结合

)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是企业能否取得市场主体资格$也就是

取得 !许可#的主要标准(只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部门依法严格把

关$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不 !放行#$就可以 !阻止#其进入市

场,对已经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安全生产条件又降低的

企业不 !放过#$就可以 令 其 纠 正 或 者 将 其 !淘 汰#(只 有 这 样 严 格 !把

关#$才能保证所有在市场中运行的企业都能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

全生产(
%!’安全生产的前置性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属于市场准入性的

法律制度$安全生 产 条 件 对 于 企 业 能 否 取 得 市 场 主 体 资 格$具 有 前 置 性

的"一次性的决定作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取得从事生产活

动的市场主体资格 %即取得 !许可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无

法取得从事生产活动的市场主体资格$不得从事生产活动,擅自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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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企业$当属违法行为$必将依法取缔(
%#’安全生产条件动态监督管理贯穿生产全过程!企业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之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能否保证经审查认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保

持不变 %符合规定’$是检验企业能否保障安全生产和政府能否对企业有

效实施监督管理的重要标志(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安全生产条件会不断发生变化(从 !硬件#方面

看$作业现 场 及 环 境"各 种 机 械 设 备"设 施"仪 器 仪 表"器 材 用 具"装

备"物料等都可能因磨损"更换而发生变化,从 !软件#方面看$由于人

员流动等原因$企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和安全管理水平"生产作业现场的安

全管理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说来$虽然在投产前$企业已经通过

审查取得了 !安全生产许可证#$但是如果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在

整个生产过程中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就可能降低$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企业

安全生产条件不断变化 %降低’的规律$决定了对其实施动态监督管理的

必要性$这种动态监督管理必须贯穿生产的全过程(所以$企业决不能以

为通过了安全生产条件的前置性审查$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就可以一劳

永逸,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也不能以为颁发了安全生产许可证就

可以一了百了(
为此$)条例*规定&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 !应当加强对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据此$一次性的安全生产前置

性审查必须与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条件动态管理相结合(相对于前置性审查

而言$动态监督管理的过程更长$内容更复杂$工作量更多$难度更大(
企业和主管部门都应当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放到对安全生产条件的动态

管理上(
#" 企业自律是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企业

是履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保障安全生产的主体(国家通过立法建立安全

生产许可证制度$规范高危行业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是为了加强安全

生产的监督管理$从外部促进企业加强内部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只有企

业建立了自律机制$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条件$使其符合规定要求$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问题$使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得到切实

的保障(
%!’安全生产条件是企业实现安全生产的基本保障!)条例*规定了

企业必须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投入"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及资质"生产作业场所安全"职业危害

防治和劳动保护"安全评价"危险源监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

等方面的基本条件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条件都是保障生产安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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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要素(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满足企业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最

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生产事故的发生(
%#’具备和保持安全生产条件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条例*将

安全生产条件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 !门槛#$以此作为检验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的标准$说明 )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要求$
而是生产企业的法定义务和职责(

企业履行这项 义 务$首 先 在 投 产 之 前 要 具 备 规 定 的 各 项 安 全 生 产 条

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才能从事生产活动,其次 %也可以说是更为重

要的’是要 !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

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
)条例*将具备和保持安全生产条件设定为企业的法定义务$并做出

了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禁止性规定(企业违反了这些法律规定即构成

违法$将会依法承担其法律责任(
%$’具备和保持安全生产条件的关键是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企业

的安全生产条件是动态的$安全生产管理也必须是动态的$要常抓不懈$
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生产计划"组织"指挥"调度"监督等

各个环节中(
安全生产管理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规程和标准$不能有一

丝懈怠和马虎$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必须依法管理$其要点是&

! 从领导做起(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起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

人#的安全管理职责$一级抓一级(

" 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可以看作是企业的 !法#$通过制度明确各部

门"各个职工的安全责任$依靠制度进行管理(

# 保证安全投入(一定的安全投入是具备和保持安全生产条件的基

本保证和前提(

$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运用不同形式$对企业进行全员安全教育培

训$不断提高各级"各类人员的安全素质$是实现企业安全生产的基本条

件之一(

% 加强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是生产安全管理

最重要$难度最大$也是工作量最多的一环(生产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作

业现场(抓现场就是通过管理手段杜绝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二者都属事故隐患’$从而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首先通过现场安全检

查发现隐患$随后要对其进行整改和治理$达到消除事故隐患的目的(

& 落实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有预案"有组织"有人员"有 装 备"有

演练$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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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企业应当具备的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企业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

产条件&

!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

" 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

% 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书(

& 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 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 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 有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 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虽然$上述安全生产条件是针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这五类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

的规定$但是为了切实保障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其他各类企业也应当努力

达到法律"法规"标准所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这是 )安全生产法*明确

规定要求的(
下面就上述各项安全生产条件作简要阐述(
一! 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在企

业中的具体体现$是企业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的 !章 法#( !没 有 规 矩$不 成 方

圆#$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使得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

作有章可循(
企业中主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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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是企业各项安全生产

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指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并落实到企

业的各类人员"各职能机构和各操作岗位(只有明确安全责任$人人分工

负责$才能形成比较完整"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各自安全责任$严

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防患于未然$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内容$见表!)#(

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内容

人 员 类 别 安!全!生!产!责!任!制

! 企 业 主 要 负 责 人

或者正职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正职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者$对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

! 企 业 其 他 负 责 人

或者副职

!企业其他负责人或者副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主要负责人或者正职搞

好安全生产工作

! 企 业 职 能 管 理 机

构 负 责 人 及 其 工 作

人员

!职能管理机构负责人按照本机构的职责$组织有关工作人员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对本机构职责范围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职能机构工作人员在本职责

范围内做好有关安全生产工作

!班组长

!班组长是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的 关 键$是 法 律"法 规 的 直 接 执 行 者(从 某 种

意义上说安全生产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在班组长(班组长督促本班组的工

人遵守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不

强令工人冒险作业$遵守劳动纪律$对本班组的安全生产负责

!岗位工人

!每位职工都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遵守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和安全

操作规程$不违章作业$遵守劳动纪律$对本岗位的安全生产负责(特种作业

人员必须接受专门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的$方可上岗作业

!二"安全生产基本制度和操作规程

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有关安

全生产的规定$只有通过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才真正落实到基层$落实

到每个职工(操作规程是企业针对某一具体工艺"工种"岗位所制定的具

体规章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本身是一项安全生产的基

础工作$是搞好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保证(企业只有建立"健全各项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才能建立和规范安全管理程序$有效地搞好安

全生产(
各个企业应当 根 据 法 律"法 规"标 准 的 有 关 规 定 和 本 企 业 的 实 际 情

况$建立"健全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国家标准 )生产过程安全卫

生要求总则* %&’!#@=!.!>>!’中 列 出 了 企 业 应 当 制 定 的 一 些 基 本 安

全"卫生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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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卫生目标管理制度(

"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 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 安全"卫生技术措施实施计划(

% 安全技术规程(

& 事故调查"分析"报告"处理制度(

’ 安全"卫生培训"教育制度(

( 安全"卫生评价制度(

) 其他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如事故应急救援制度等(
二! 安全资金投入 %简称 !安全投入#’
企业必须安排适当资金$用于改善安全设施$更新安全技术装备"器

材"仪器"仪表$发放职工劳动防护用品$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及其他

安全生产投入$以保证企业达到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所以说$安全投入是企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重要保障(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 !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

的资金投入$并对由于 安 全 生 产 所 必 需 的 资 金 投 入 不 足 导 致 的 后 果 承 担

责任(#
安全投入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来保证$具体由谁保证$依据企业的性质

而定(一般来说$股份制企业"合资企业等$由董事会予以保证,.般国

有企业$由厂长或者经理予以保证,个体工商户等个体经济组织$由投资

人予以保证(同时$法律还规定$对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

伤亡事故等严重后果的$上述相关人员将承担法律责任(
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有责任保证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并

切实发挥投入资金的作用(要根据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制定本单

位安全生产投入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要设立安全生产投入资金专门的

账户或者科目$专款专用$不得随意挪用,要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安全生

产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安全设备更新等安全投入项

目完成后$主要负责人要组织进行验收$检查安全生产投入资金的使用情

况$保证安全生产投入资金的有效使用(
安全生产投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建设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如防灭火工程"通风工程等(

" 更新安全设备"器材"装备"仪器"仪表等以及这些安全设备的

日常维护(

# 发放职工劳动防护用品(

$ 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所需费用(

& 重大安全生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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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工作所需其他资金(
应当强调的是$具备和保持安全生产条件的工作要贯穿生产全过程$

企业的安全投入也同样要贯穿生产全过程(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以前$为

了使安全生产条件达到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需要安全投入,在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开始生产以后$为了保持安全

生产条件达到要求$仍然需要安全投入(
三!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

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进行$除了有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以外$
还要从机构"人员上加以保障(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指的是企业专门负责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的内设机构$其工作人员都是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作用是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组织企业内

部各种安全检查活动$负责日常安全检查$及时整改各种事故隐患$监督

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等(它是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组织保证(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 理 人 员 的 配 备$应 当 根 据 企

业危险性的大小"从业人 员 的 多 少"生 产 经 营 规 模 的 大 小 等 因 素 确 定(
根据 )安全生产法*规 定$从 事 矿 山 开 采"建 筑 施 工 和 危 险 物 品 的 生

产"经营"储存活动的企业$必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 构 或 者 配 备 专 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他企业$从业人员超过$==人的$应 当 设 置 安 全

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 员 在$==人 以 下

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 者 委 托 具 有 国 家 规

定的相关专业技术 资 格 的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提 供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服 务( )安 全

生产法*关于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 员 配 备 的 规 定 可

参见表!)$(

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类 型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置

危险性较大的行业

!矿山

!建筑施工

!危 险 物 品 的 生 产"经 营"
储存

从业人员超过$==人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设置安 全 生 产 管 理 机 构 或 者 配 备 专 职 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少于$==人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 全 生 产 管 理 人 员,或

者委托具有国 家 规 定 的 相 关 专 业 技 术 资 格 的 工

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四!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

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第一负责人$对企业劳动

安全卫生工作全面负责(一个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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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企业负责劳动安全卫生管

理的人员$是主要负责人在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中的参谋和助手,他们是国

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者$
是企业劳动安全卫生规章制度的具体落实者(了解"熟悉国家有关劳动安

全卫生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规程及标准$具备必要的劳动

安全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基本

要求$也是企业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重要保障(这一点对于生产危险性较

大的企业$如涉及危险物品的企业以及矿山"建筑施工企业尤为重要(
)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必须具备与本企业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

力(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矿山"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出的安监管人字

/#==#0!#$号文件 )关于生产企 业 主 要 负 责 人"安 全 生 产 管 理 人 员 及 其

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简称 !!#$号文件#’中明确

了对上述三类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实

施的原则$并对三类人员 %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

训的主要内容和培训时间分别做出了具体规定(
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矿山"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内容由有关主管部门来确定$一般包括

下列内容&

!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本行业的规章"规程"规范和

标准(

" 有关本行业的安全生产知识(

# 有关企业管理知识与能力(

$ 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的知识(

% 安全生产责任制(

& 其他应该具有的知识与能力(
五! 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和取证

特种作业是指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容易发生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

人"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直接从事特种作业

的人员称为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特种作业人员主

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瓦斯检查工"起重机械工"压力容器操作工"爆破

工"通风工"信号工"拥罐工"电工"金属焊接 %切割’工"矿井泵工"
瓦斯抽放工"主扇风机操作工"主提升机操作工"绞车操作工"输送机操

作工"尾矿工"安全检 查 工 和 矿 内 机 动 车 司 机 等 十 多 个 特 种 作 业 的 从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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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 所 从 事 的 岗 位$一 般 危 险 性 都 较 大$较 易 发 生 伤 亡 事

故$而且往往是恶性事故(从这个角度来说$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素质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企业

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

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为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出安监管

人字 /#==#0!#%号文件 )关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的意

见*%简称 !!#%号文件#’$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做出

了明确规定(所谓 !专门培训#$是指由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专门对特种

作业人员的培训$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不同于普通从业人员

的安全培训$其具 有 较 强 的 针 对 性$以 保 证 特 种 作 业 人 员 达 到 规 定 的 要

求(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由有关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考核合格的$颁发

特种操作资格证书(未经专门安全培训并取得特种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

的$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六! 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从业人员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承担者$其素

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要搞好企业的安全生产$除领

导重视"增加投入外$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是关键所在(因此$企业

要切实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把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作

为重要工作抓紧"抓好$不断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素质$保障安全生产(
同时$企业要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安全生产法*规定$企业 !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通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从业人员要达到以下要求(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主要包括&

!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知识(

" 有关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知识与技能(

# 有关事故应急救援和逃生知识与技能(
%#’熟悉企业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号文件#对企业其他从 业 人 员 %即 除 主 要 负 责 人 和 安 全 生 产 管

理人员以外$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其他负责人"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各岗位的工人$以及临时聘用的人员(简称 !从业人

员#’的安全培训做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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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新从业人员$应进行厂 %矿’"车间 %工段"区"队’"班

组三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从业人员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应进行相应

的车间 %工段"区"队’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企业实施新工艺"新技术或使用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对从业人员

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企业要确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和全员培训的目标$对在岗的从业人

员应进行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内容主要是&安全生产新知识"
新技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

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事故案例等(
表!)%概括了对企业中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的要求(

表!"%!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人!员!类!别

是否要资

格培训$持

证上岗

教育培训时间-学时

资格培

训%安全

培训’

每年再

培训

安全教

育培训

备!注

!主要负责人

!危 险 品 单 位"矿 山"
建筑施工单位

" #%@ #!A
!按照!!#$#号 文 件

规定要求内容

!其他单位 ##% #@
!按照!!#$#号 文 件

规定要求内容

!安全管理人员

!危 险 品 单 位"矿 山"
建筑施工单位

" #%@ #!A
!按照!!#$#号 文 件

规定要求内容

!其他单位 ##% #@
!按照!!#$#号 文 件

规定要求内容

!新从业人员

!危 险 性 较 大 行 业 和

岗位
#%@

!其他 ##%

!进行!厂"车 间"班

组三级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 " !针对性专门培训

!重新上岗人员 !相应车间级培训

!!新工艺"新技

术"新材料"新设

备#从业人员

!针对性培训

!所有从业人员

!确 立 终 身 教 育 观

念和全 员 培 训 目 标$
继 续 经 常 性 安 全 生

产教育培训

注&表中 !"#表示要资格培训$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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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伤保险

工伤是指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的事故人身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工伤保

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从业人员获

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病患者康复$分散用人企业

的工伤风险(工伤保险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患职业病

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职业康复和经济补偿(从广义讲$它是企业安全生

产的事后保障(实施工伤保险后$从业人员可以安心工作$也能促进企业

保障其安全生产(
企业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 纳 保 险 费$是 其 一 项 法 定 义

务,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从业人员的一项法定 权 利(有 关 法 律"行 政

法规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 企 业 必 须 依 法

参加工伤社会保险#()安 全 生 产 法*规 定&!企 业 必 须 依 法 参 加 工 伤 社

会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并且规定&!生产经营 单 位 与 从 业 人

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依法为从业人员办 理 工 伤 社 会 保 险 的

事项(#
#==$年%月#?日国务院令第$?B号公布"自#==%年!月!日起施行

的 )工伤保险条例*$是我国关于工伤保险的行政法规$对工伤保险的立

法目的"适用范围"原则"实施以及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做了规定(该

条例明确规定了企业在工伤保险方面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

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企

业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企业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

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企

业职工工资总额乘 以 单 位 缴 费 费 率 之 积#(此 外$还 有 其 他 相 关 的 具 体

规定(
八! 对厂房! 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 设备! 工艺的要求

厂房"作业场所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具体场所$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应当

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对危险性较大的这几类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安全设

施"设备是保证安全生产的专门设施"设备$其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就更为

重要(企业的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必须符合有关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这是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条件

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企业生产性质不同$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对

各类企业的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的要求有所区别$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具体颁发管理工作中$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
标准和规程的具体要求予以分别掌握(

九! 职业危害防治

职业危害是指对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或者其他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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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的各种危害因素(职业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

学"物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 的 其 他 职 业 危 害 因 素(采 取

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对于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 害$保 护 从 业 人 员 的

安全和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对职业病危害的防治措施$)职 业 病 防 治 法*
做了明确"具 体 的 规 定(其 他 有 关 法 律"法规和标准也对相关职业危害

的防治做了相应规定(本条例把职业危害的防治措施规定为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条件之一$体现了防患于未然"保护从业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指导

思想(
劳动防护用品是指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免受或者减轻事故伤害或者

职业危害所配备的防护用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是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

与健康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的基础()安全生产法*规定&
!企业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 合 国 家 标 准 或 者 行 业 标 准 的 劳 动 防 护 用 品$
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职业病防治法*也规

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

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十! 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也称风险评价$是指运用定量或者定性的方法$对建设项

目或者企业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估(所谓识别$是指

对建设项目或者企业存在的危险因素或者有害因素进行辨认"区别$哪些

是危险因素或者有害因素$哪些不是(所谓分析$是指采用定性分析或者

定量分析方法对存在的危险因素或者有害因素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所

谓评估$是指根据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果$对建设项目或者企业进行

综合评价$提出综合评价报告(通过安全评价$可以确定建设项目或者企

业的风险可能性或者发生事故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而根据安

全评价的结果$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来进行改进以降低风险$提高建

设项目或者企业的安全可靠性(安全评价是安全决策和安全管理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
安全评价包括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综合评价和专项

安全评价等类型(安全预评价是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分

析和预测建设项目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

安全技术设计和安全管理的建议(安全验收评价是在建设项目竣工"试生

产运行正常后$通 过 对 建 设 项 目 的 设 施"设 备"装 置 实 际 运 行 状 况 的 检

测"考察$查找该建设项目投产后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合理

可行的安全技术调整方案和安全管理对策(安全现状综合评价是针对某一

个企业总体或局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安全现状进行的全面评价(专项安全评

价是针对某一项活动或者场所$以及一个特定的行业"产品"生产方式"
生产工艺或者生产装置等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的专项安全评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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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评价是各类安全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安全生产法*规定&!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应当分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单位$
应当对本单位的生产"储存装置每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生产"储存"使

用其他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生产"储存装置每两年进行一

次安全评价(#
为此$国家安全生 产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等 相 关 主 管 部 门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规

章$主要有&

! )安全评价通则*(

" )安全预评价导则*(

# )安全验收评价导则*(

$ )安全现状评价导则*(

% )煤矿安全评价导则*(

& )非煤矿山安全评价导则*(

’ )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安全评价导则*(

(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评价导则 %试行’*(

)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导则 %试行’*(

*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定点生产企业生产条件评价导则 %试行’*(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评价导则 %试行’*(

+,. )民用爆破器材安全评价导则*(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0 )水电水利建设项目 %工程’安全卫生评价工作管理规定*等(
十一! 重大危险源检测! 评估! 监控和应急预案

根据国家标准 )重大危险源辨识* %&’!@#!@.#===’$重大危险源

是指&长期或者临时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

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包括场所和设施’(一般来讲$单元指

一个 %套’生产装置"设施或者场所$或者同属一个工厂的且边缘距离小

于B==C 的几个 %套’生产装置"设备或者场所(为了预防重大"特大事

故的发生$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必须建立有效的重大危险源控制系统$
加强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法*规定&!企业对重大危险源应

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

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将本企业重大危险源及有关措施"应急措施报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 企业应当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

一般来讲$重大危险源总是涉及易燃"易爆或者有毒性的危险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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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 一 定 范 围 内 使 用"生 产"加 工 或 者 储 存 超 过 了 临 界 数 量 的 这 些

物质(
危险物质是指一种物质或者若干种物质的混合物$由于它的化学"物

理或者毒性特征$使其具有易导致火灾"爆炸或者中毒的危险(临界量是

指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一种或一类特定危险物质的数量(重大危

险源可能是具体的一个企业$也可能是企业内的某一车间"或者是某台设

备(因此$分析"辨识危险源应按照系统的不同层次进行$这是防止事故

的第一步(如何辨识重大危险源$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
国家标准 )重大危险源辨识*是我们辨识重大危险源的一个重要依据(在

此基础上$企业必须对重大危险源逐一登记建档$这是做好重大危险源安

全管理的基础(
#" 企业应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

重大危险源并非一成不变$应当定期对其进行检测$掌握危险源的动

态变化情况(同时$根据重大危险源的分析"辨识情况$选择合适的评估

方法$对危险源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评

价$在此基础上进行危险等级划分以确定管理的重点(危险等级一般为四

级$一级重大危险源最严重$要重点加强监控(企业要制定管理制度$切

实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
$" 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并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

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一般危险源由 三 个 要 素 构 成&潜 在 危 险 性"存 在 条 件 和 触 发 因 素(
潜在危险性是指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带来的危害程 度 或 者 损 失 大 小$或

者说危险源可能释放的能量强度或者危险物质量的 大 小(存 在 条 件 是 指

危险源所处的物理"化学状态和约束条件状态(触发 因 素 虽 然 不 属 于 危

险源的固有属性$但它是危险 源 转 化 为 事 故 的 外 因$而 且 每一类危险源

都有相应的敏感触发因素(在触发因素的作用下$危险源转化为事故(重

大危险源也是如此$而且造成的事故可能更大(正是由于这些特性$我们

对待重大危险源$要像对待重大事故一样$在事故发生前制定应急预案$
以防事故发生能及时进行救援$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应急预案是重

大危险源控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必须制定$并定期检验和评估其有

效程度$以便必要时进行修改(同时$要把有关应急救援知识通过安全教

育和培训方式及时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以便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应急

措施(
%" 企业必须将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上报

企业必须将本企业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告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以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能够

及时掌握有关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调动有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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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进行救援$以减少事故损失(
十二!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

)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负有 !组织制定并

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重

大危险源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

援体系#()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消防法*规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制定灭火

和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的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化学品安全监督

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备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

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应当配备

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

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应急预案适时进行修订$定期组织演练(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和演练记录应当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

安部门备案#(这些规定是针对当前我国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现

状而制定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必要性

为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减少

事故中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建立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通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能总结以往安全生产工

作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问题和工作重点$提出预防事

故的思路和办法$是全面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需要(
%#’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能保证事故应急救援

组织的及时出动$并 有 针 对 性 地 采 取 救 援 措 施$对 防 止 事 故 的 进 一 步 扩

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意义重大(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组建专业化的应急救援组织$

这是保证事故及时进行专业救援的前提条件$能够有效避免事故施救过程

中的盲目性$减少事故救援过程中的伤亡和损失$降低生产安全事故的救

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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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事故救援预案的制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本行政

区域内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时的主要职责是做好组织工作$
即组织有关部门具体制定(

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和

实施(
%#’应急救援预案主要内容

! 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机构(

" 应急救援预案的日常协调和指挥机构(

# 相关部门在应急救援中的职责和分工(

$ 危险目标的确定和潜在危险性评估(

% 应急救援组织状况和人员"装备情况(

& 应急救援组织的训练和演习(

’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紧急处置措施"人员疏散措施"工程抢险措

施"现场医疗急救措施(

(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社会支持和援助(

)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经费保障(

* 应急救援预案的其他内容(
$"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是保证生 产 安 全 事 故 应 急 救 援 工 作 顺

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主要包括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应 急 救 援 日 常 值 班 系

统"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应 急 救 援技术支持系统"应急救援组织及经费

保障(
%"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组织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

矿山"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当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企业以及矿 山"建 筑 施 工 企 业 的 生 产 经 营 规 模 较 小 时$如 个 体 矿 山

等$既可以建立应急救援组织也可以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不建立应急救

援组织的应当指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可以是内部人员兼职作应急救援人

员$也可以是其他专业应急救援组织人员兼职(
%#’配备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所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

业以及矿山"建筑施工企业$不管其生产经营规模大小$均应当配备与生

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各企业配备的所有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要进行经常性维修和保养$按

要求及时废弃和更新$保证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正常运转(
%$’应急救援人员培训!专职或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应当进行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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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培训$具备相关的应急救援知识$适应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熟

练掌握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使用并持证上岗(
B" 生产安全事故的抢救

生产安全事故的抢救要坚持及时"得当"有效的原则()安全生产法*
规定$在事故发 生 后$任 何 企 业 和 个 人 都 应 当 支 持"配 合 事 故 的 抢 救 工

作$为事故抢救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同时明确了各级有关部门及其企业负

责人在事故抢救中的职责(
%!’企业负责人在事故抢救中的职责!企业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

一是根据应急救援预案和事故的具体情况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
二是千方百计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三是严格执行有

关救护规程和规定$严禁救护过程中的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避免救护中

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四是注意保护事故现场$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

灭有关证据(
%#’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抢救!企业发生重大"特大生产安全

事故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接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要立即赶

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负责人接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后$也必须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
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抢救应当成立抢救指挥部$由指挥部统一

指挥(
十三! 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由于各类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所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完全

相同$而且也比较复杂$有的还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性(在其他专门的法

律"法规中也有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相关规定,随着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的不断健全"完善$还会增加新的相关规定(因此$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在具体审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时$除依据 )条例*第六条的规

定外$还要按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应当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查(
上述企业安全 生 产 条 件 是 全 面 的 但 又 是 基 本 的$其 中 既 包 括 了 !软

件#的内 容$如 建 章 立 制"机 构 及 人 员"管 理"教 育 培 训 考 核"安 全 评

价"事故应急救援等,也包括了 !硬件#的内容$如对厂房"作业场所和

工艺"设施设备"仪器仪表"物料储运"安全卫生防护"安全卫生标志等

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这些条件都是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所必需的$不但矿

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

必须具备$其他所有企业也都应当具备(
属于软件条件的内容$已经有很多培训教材和书籍做了较为详尽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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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书则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程和标准$重点对属于硬件方面条件

的内容进行介绍(介绍范围限于各类企业 %包括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在内’通用的内容$也

就是保障企业安全生 产 的 基 本 权 利(至 于 某 些 危 险 性 较 大 的 行 业 %如 矿

山"建筑施工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特殊的安全条

件要求$请阅读丛书其他各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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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在 选 择 厂 址"总 平 面 布 置 方 面$应 遵 循 国 家 有 关 法 律"法

规"标准"规范$保证企业生产安全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在有关国家

标准及行业标准中规定了工业企业选址和总平面设计的原则和技术要求$
以确保工业企业在选址和总平面布置等方面的本质安全(本章主要介绍厂

址选择和总平面布置的基本安全要求$各个企业在进行厂址选择和总平面

布置的设计时应根据自己所属行业和生产特点$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行业

标准"规范中的具体规定综合考虑(
本章主要依 据 )工 业 企 业 总 平 面 设 计 规 范* %&’B=!@??.!>>$’"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A.!>@?!#==!年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工业企

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 )工业企业厂内铁

路道口安全标准* %&’A$@>.!>>?’等标准对工业企业的厂址选择和总

平面布置进行简要介绍$更详尽的内容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标准和规范(

第一节!厂址选择的要求

厂址选择是关系到企业投产以后生产安全的重要问题(厂址选择决定

了该企业所处的大环境和周边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厂房等建筑物"构筑物设

计的一系列要求$对企业生产安全有较大影响(因此应该按照有关规范"
标准慎重进行厂址选择$尽量避免由于厂址选择不当而给生产安全留下隐

患或难题(
一般而言$厂址选择应根据生产性质和特点$综合考虑地质条件"自

然条件"城市或区域规划等方面的要求(
一! 厂址选择的基本要求

一方面$企业所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质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企业根据自身发展规划"生产特点和介质特性等也需要对厂址

提出不同要求(综合起来$企业的厂址选择一般应考虑以下原则(
%!’厂址选择必须符合工业布局和城市规划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建设前期工作的规定进行(
%#’在选择厂址时$必须同时考虑选择居住区"交通运输"动力公用

设施"废料场及环境保护工程等用地$并应根据工业企业远期发展规划的

需要适当留有发展的余地(
%$’厂址宜靠近原料"燃料基地或产品主要销售地$并应有方便"经

济的交通运输条件$与厂外铁路"公路"港口的连接$应尽量短捷$且工

程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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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址应具有满足建设工程需要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
可依据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要求进行考虑(

%B’应考虑当地风向因素(生产中散发有害物质的企业厂址$应位于

城镇"相邻企业和居住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不应位于窝风地段(
%A’厂址选择充分考虑地震"软地基"湿陷性黄土"膨胀土等地质因

素以及飓风"雷暴"沙暴等气象危害$采取可靠技术方案$避开断层"滑

坡"泥石流"地下溶洞等地质复杂地区(
%?’厂址应不受洪水"潮水或内涝威胁(当不可避免时$必须具有可

靠的防洪"排涝措施(凡位于受江"河"湖"海洪水"潮水或山洪威胁地

带的工业企业$其防洪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防洪标准*的有关规定(
%@’下列地段和地区不得选为厂址&

! 地震断层和设防烈度高于九度的地震区(

" 有泥石流"滑坡"流沙"溶洞等直接危害的地段(

# 采矿陷落 %错动’区界限内(

$ 爆破危险范围内(

% 坝或堤决溃后可能淹没的地区(

& 重要的供水水源卫生保护区(

’ 国家规定的风景区及森林和自然保护区(

( 历史文物古迹保护区(

) 对飞机起落"电台通讯"电视转播"雷达导航和重要的天文"气

象"地震观察以及军事设施等规定有影响的范围内(

+,1 2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厚度大的新近堆积黄土"高压缩性的饱和

黄土和3级膨胀土等工程地质恶劣地区(

+,- 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
%>’应避免在自然疫源地选择厂址(
%!=’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区宜选在空气污染物本底浓度低和扩散条

件好的地段(在山区或丘陵地区$应避免布置在窝风地带(沿江河岸布置

时$宜位于邻近江河的城镇"重要桥梁"大型锚地"船厂等重要建筑物或

构筑物的下游(
%!!’新建厂选址还应满足有关国家标准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卫

生防护距离是指产生有害因素的部门 %车间或工段’的边界至居民区边界

的最小距离(
%!#’新建厂址的防火间距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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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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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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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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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二! 城市 $区域规划

厂址选择必须符合工业布局和城市规划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建设前期工作的规定进行(

城市-区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综合研究和确定城市-区域的性质"规模

和空间发展状态$统筹安排城市-区域各项建设用地$合理配置城市-区域

各项基础设施$处理好远期发展与近期建设的关系$指导城市-区域合理

发展$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在进行城市-区域规划时$必将考虑企

业重大危险源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影响$从保护人的安全出发$进行安全

规划$将城市-区域的风险消除或降低到最低水平(
目前很多城市-区域都在郊区或远离市区的地方$结合城市的发展需

求$选择合适的区域建立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化工园区等$将生产企

业集中布置$尽量减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对居民的危害或不良影响(因此

企业在进行厂址选择时$必须符合城市-区域规划以及安全规划的要求(
三! 选址安全性论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用的危险物品数量增

加$生产装置趋于紧凑$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生产事故后果的严重性(
不仅对企业自身人员"设备设施等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可能会波及周边较

大的区域$造成更大范围人员和财产损失(因此$为了使厂址选择决策更

加科学$在可能条件下$应当进行选址安全性论证(以避免建设项目在正

式投产后出现一些由于决策失当而在建成投产后留下隐患或者引起难以解

决的问题(
一般选址安全性论证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通过综合分析评价

后得出最优的选址方案(
%!’厂址所在区域的大环境 %包括自然条件和地质条件’和客观条件

%如水"电"气等’能否满足企业安全生产的需求(
%#’论证企业存在的风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论证周边企业的风险对本企业的影响(
%%’若出现问题$是否有解决的方法(

第二节!总体规划的要求

在厂址确定以后$企业应根据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具体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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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本企 业 所 选 生 产 工 艺 和 主 要 生 产 设 备 设 施 的 特 点 等 进 行 总 体

规划(
一! 基本要求

%!’结合工业企业所在区域的技术经济"自然条件等进行工业企业总

体规划$并考虑生产"运输"防震"防洪"防火"安全"卫生"环境保护

和职工生活设施的需要(
%#’工业企业总体规划$应符合城镇总体规划的要求(必要时$与城

镇和邻近工业企业在生产"交通运输"动力公用"修理"综合利用及生活

设施等方面协作(
%$’应同时规划厂区"交通运输"动力公用设施"废料场"环境保护

工程和综合利用场地等(当有的大型工业企业必须设置施工生产基地时$
亦应同时规划(

%%’工业企业分期建设时$总体规划应正确处理近期和远期的关系(
近期集中布置$远期预留发展$分期征地$严禁先征待用(

%B’联合企业中不同类型的工厂$应按生产性质"相互关系"协作条

件等因素分区集中布置(
二! 防护距离规划要求

企业总体规划 时 应 考 虑 与 周 边 企 业 或 居 民 区 等 的 防 护 距 离$以 满 足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按照 )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中的规定要求$必须具备 !周边防护距离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特别是对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企业或设施$其

要求更加严格(
在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B=!A=.!>>#’")原油天然气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 %&’B=!@$.!>>$’" )石油库设计规范* %&’B==?%.
#==#’")乙炔站设计规范*%&’B==$!.#==#’")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计

安全规范*%&’B==@>.!>>@’和 )烟 花 爆 竹 工 厂 设 计 安 全 规 范*%&’
B=!A#.!>>#’等现行标准中$对各类危险化学品企业与周边企业"设施

及其他单位"居民区的防火间距等安全防护距离做了规定(
%#’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等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与居住区之

间$必须有足够的防护间距(防护间距的具体要求$可执行工业企业卫生

防护距离标准&’!!AB%.!>@>4&’!!AAA.!>@>"&’!@=B$.#===4&’
!@=@$.#===的规定(

卫生防护距离用地应尽量利用原有绿地"水塘"河流"山冈和不利于

建筑房 屋 的 地 带(在 卫 生 防 护 距 离 内 不 得 设 置 经 常 居 住 的 房 屋$并 应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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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开放型放射性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的防护要求$必须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放射防护规定*的规定(
%%’产生高噪声的工业企业总体规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区

域环境噪声标准* %&’$=>A.!>>$’和 )工 业 企 业 噪 声 控 制 设 计 规 范*
%&’+@?.!>@B’的规定(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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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化学"生物等’产生交叉污染(
三! 交通运输规划要求

工业企业的运输量较大$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对所在地区的运输影响

也较大$因此在企业交通运输规划时$只有与城镇和地区运输规划统一考

虑$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输(
%!’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的规划$应符合工业企业总体规划要求$并应

根据生产需要"当地交通运输现状和发展规划$结合自然条件与总平面布

置要求$全面考虑$统筹安排(且应便于经营管理$兼顾地方客货运输$
方便职工通勤(

%#’工业企业外部运输方式$应根据外部交通运输条件"物料性质"
运量"流向"运输距离等因素$结合厂内运输要求$经多方案技术经济比

较后择优确定(
%$’工业企业选择铁路运输时$应根据运量"货流和车流方向"工业

企业位置及其总体规划和当地条件等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确定

接轨点的位置(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工业企业铁路与路网铁路接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

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的规定(

" 工业企业铁路不得与路网铁路或另一工业企业铁路的区间内正线

接轨,在特殊情况下$有充分的技术经济依据$必须在该区间接轨时$应

经该管铁路局或该管企业和铁路局的同意$并应在接轨地点开设车站或设

辅助所(

# 不改变主要货流和车流的列车运行方向(

$ 有利于路"厂和协作企业的运营管理(

% 靠近 工 业 企 业$有 利 于 接 轨 站"交 接 站"企 业 站 %工 业 编 组 站’
的合理布置$并有发展的可能(

%%’工业企业铁路与路网铁路交接站 %场’"企业站的设置$应根据

运量大小"作业要求"管理方式等$经全面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确定(应

充分利用路网铁路站场的能力$避免重复建设(有条件时$应采用货物交

接方式(
%B’工业企业厂外道路 的 规 划$应 符 合 城 镇 规 划 或 当 地 交 通 运 输 规

划$并应合理地利用现有的国家公路及城镇道路(厂外道路与国家公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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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道路连接时$应使路线短捷$工程量小(
工业企业厂区与居住区"企业站"码头"废料场以及邻近协作企业等

应有方便的交通联系(
厂外汽车运输和水路运输$在有条件的地区$宜委托当地交通运输部

门承运$或与本行业系统"邻近企业协作(
%A’邻近江"河"湖"海的工业企业且有通航条件$能满足工业企业

运输要求时$应采用水路运输$并合理地确定码头位置(
%?’采用管道"带式输送机"索道等运输方式时$除应充分利用地形

布置外$并应与其他运输方式合理衔接$形成协调的运输系统(
四! 动力公用设施规划要求

%!’沿江"河取水的水源地$应位于排放污水及其他污染源的上游"
河床及河岸稳定而又不妨碍航运的地段$并应符合河道整治规划的要求(
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的 位 置$尚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B?%>.!>@B’的规定(高位水池应设在地质良好"不因渗漏溢

流引起坍塌的地段(
%#’厂外的污水处理设施$宜位于厂区和居住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

上风侧$并与厂区和居住区保持必要的卫生防护距离(沿江"河布置的污

水处理设施$尚应位于厂区和居住区的下游(
%$’工业企业的热电站和集中供热锅炉房$宜靠近负荷中心或主要用

户,应具有方便的供煤和排灰渣条件,必须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使其排

放的烟尘"灰渣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 !三废#排放标准的规定(
%%’总变电站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应便于输电线路进出$靠近负荷中心或主要用户(

" 不得受粉尘"水雾"腐蚀性气体等污染源的影响(并应位于散发

粉尘"腐蚀性气体污染源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和散发水雾场所冬季

盛行风向的上风侧(

# 避免布置在有强烈振动设施的场地附近(

$ 应有运输变压器的道路(

% 地势较高$避免位于低洼积水地段(

第三节!总平面布置

企业总平面布置$应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工业企业的性质"规

模"生产流程"交通运输"环境保护$以及防火"安全"卫生"施工及检

修等要求$结合场地自然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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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平面布置的基本要求

%!’按功能 分 区$合 理 地 确 定 通 道 宽 度$功 能 分 区 内 各 项 设 施 的 布

置$应紧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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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内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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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平面布置的预留发展用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 分期建设的工业企业$近远期工程应统一规划(近期工程应集中"
紧凑"合理布置$并应与远期工程合理衔接(

" 远期工程用地宜预留在厂区外$只有当近"远期工程建设施工期

间隔很短$或远期工程和近期工程在生产工艺"运输要求等方面密切联系

不宜分开时$方可预留在厂区内(其预留发展用地内$不得修建永久性建

筑物"构筑物等设施(
%%’厂区的通道宽度$应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 通道两侧建筑物"构筑物及露天设施对防火"安全与卫生间距的

要求(

" 铁路"道路与带式输送机通廊等工业运输线路的布置要求(

# 各种工程管线的布置要求(

$ 绿化布置的要求(

% 施工"安装与检修的要求(

& 竖向设计的要求(

’ 预留发展用地的要求(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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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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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办公

室"厨房"食堂"托儿所"俱乐部"宿舍及体育场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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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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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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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布置在建筑物的高层(如必须布置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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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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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合生产流程"操作要求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建筑物"构

筑物等设施$应联合多层布置(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宜独立设置$并宜采用敞开或半敞

开式的厂房(
%!#’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及厂房与库房的防火间距必须符合有关标

准的规定$如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版’(
%!$’总平面布置$应合理地组织货流和人流(
二! 生产设施布置要求

%!’大型建筑物"构筑物"重型设备和生产装置等$应布置在土质均

匀"地基承载力较大的地段,对较大"较深的地下建筑物"构筑物$宜布

置在地下水位较低的填方地段(
%#’要求洁净的生产设施$应布置在大气含尘浓度较低"环境清洁"

人流货流不穿越或少穿越的地段$并应位于散发有害气体"烟"雾"粉尘

的污染源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洁净厂房的布置$尚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的规定(
%$’产生高温"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的生产设施$应布置在厂区

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且地势开阔"通风条件良好的地段$并应避

免采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布置形式(产生高温的生产设施的长轴$宜与

夏季盛行风向垂直或呈不小于%BD交角布置(
%%’产生强烈振动的生产设施$应避开对防振要求较高的建筑物"构

筑物布置$其与有防振要求较高的仪器"设备的防振间距应符合 )工业企

业总平面设计规范*中相应的规定(
%B’产生高噪声的生产设施$宜相对集中布置(其周围宜布置对噪声

较不敏感"高大"朝向有利于隔声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堆场等$其与相邻

设施的防噪声间距$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噪声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
%A’需要大宗原料"燃料的生产设施$宜与其原料"燃料的储存及加

工辅助设 施 靠 近 布 置$并 应 位 于 上 述 辅 助 设 施 全 年 最 小 频 率 风 向 的 下

风侧(
%?’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设施的布置$应保证生产人员的安全操作

及疏散方便$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生产部位$宜设在单层厂房靠外墙或多层

厂房的最上一层靠外墙处(有爆炸危险的设备应尽量避开厂房的梁"柱等

承重构件布置(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有防潮"防水雾要求的生产设施$应布置在地势较高"地下水位

较低的地段(
三! 动力公用设施布置要求

%!’动力公用设施宜布置于负荷中心或靠近主要用户(
%#’总降压变电所的布置$应靠近厂区边缘地势较高地段$便于高压

线的进线和出线$避免设在有强烈振动的设施附近$避免布置在多尘"有

腐蚀性气体和有水雾的场所$并应位于多尘"有腐蚀性气体场所全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和有水雾场所冬季盛行风向的上风侧(
%$’氧 %氮’气站的布置$宜位于空气洁净的地段$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氧气站设计规范*的规定(
%%’压缩空气站应布置在空气洁净的地段$避免靠近散发爆炸性"腐

蚀性和有害气体及粉尘等的场所$并应位于上述场所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

下风侧,压缩空气站的朝向$应结合地形"气象条件$使站内有良好的通

风和采光(储气罐宜布置在站房的北侧(
%B’乙炔站应布置在排水及自然通风良好的地段$避开人员密集区和

主要交通地段,其与氧 %氮’气站空分设备吸风口的最小水平间距$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氧气站设计规范*的规定(
%A’煤气站和天然气配气站的布置$宜位于主要用户的全年最小频率

风向的上风侧(
煤气站的布置$应避免其灰尘和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其储煤

场和灰渣场$宜布置在煤气站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天然气配气站的布置$宜靠近天然气总管进厂方向和至各用户支管较

短的地段(
煤气站和天然气配气站的布置$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煤

气安全规程*的规定(
%?’锅炉房宜布置在厂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当采取自流回

收冷凝水时$宜布置在地势较低$且不窝风的地段,燃煤锅炉房应有储煤

与灰渣场地和方便的运输条件(储煤场和灰渣场$宜布置在锅炉房全年最

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给水净化站宜靠近 水 源 地 或 水 源 汇 集 处 布 置(当 布 置 在 厂 区 内

时$应位于厂区边缘"环境洁净"给水总管短捷且至主要用户支管较短的

地段(
%>’循环水设施应布置在所服务的生产设施附近$并能使回水具有自

流条件或能减少扬程的地段(沉淀池附近应有相应的淤泥堆积"排水设施

和运输线路的场地(冷却塔宜布置在通风良好"避免粉尘和可溶于水的化

学物质影响水质的地段$并不宜布置在屋外变配电装置和铁路"道路冬季

盛行风向的上风侧(



第二章!厂址选择与总平面布置

""!!!

四! 修理设施布置要求

%!’宜集中布置全厂性修理设施,在确保生产安全前提下$车间维修

设施应靠近主要用户布置(
%#’机械修理和电气修理设施$应根据其生产性质对环境的要求合理

布置$并有较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
%$’仪表修理设施的布置$宜位于环境洁净"干燥的地段$与振源的

最小间距$应符合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机车"车辆修理设施的布置$应位于机车作业较集中"机车出入

较方便的地段$并避开作业繁忙的咽喉区(
%B’建筑维修设施的布置$宜位于厂区边缘或厂外独立的地段$并应

有必要的露天操作场"堆场和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
五! 运输设施布置要求

%!’机车整套设施宜布置在工业企业的主要车站或机车"车辆修理库

附近(
%#’电力牵引接触线检修车停放库的布置$宜位于企业主要车站的一

侧$其附近应有一定的材料堆放场地(
%$’汽车库"停车场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汽车库设计防火

规范*的规定$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 宜靠近主要货流出入口或仓库区布置$减少空车行程(

" 避开主要人流出入口和运输繁忙的铁路(

# 加油装置宜布置在汽车主要出入口附近(

$ 洗车装置宜布置在汽车入口附近$并便于排水除泥(
%%’铁路轨道衡的布置$应根据线路及站场布置条件$宜位于装卸地

点出入口或车场牵出线的道岔区附近$交接场或调车场的外侧$或进厂联

络线的一侧$并应满足车辆称重流水作业的要求(
%B’地磅房的布置$应位于有较多称量车辆行驶方向道路的右侧$且

不应影响道路的正常行车(
%A’铁路车站站房的布置$宜位于站场中部靠向到发线的一侧(由几

个车场组成的车站$应布置在位置适中"作业繁忙的地点(
%?’信号楼应布置在便于瞭望"调度作业方便"通信及电力线路引入

短捷的地点(信号楼凸出部分的外墙边缘至最近铁路中心线的间距$不宜

小于BC,距正线"高温车通过线的铁路中心线$不宜小于?C(
%@’装载易燃"易爆货物的车辆$必须专线停放(危险性工房及转手

库房$装卸有爆炸危险物品的站台长度不应超过!辆车厢的长度(
六! 仓库与堆场布置要求

%!’仓库 与 堆 场$应 根 据 储 存 物 料 的 性 质"货 流 出 入 方 向"供 应 对

象"储存面积"运输方式等因素$按不同类别相对集中布置$并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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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管理创造有利条件$且应符合国家现行的防火"安全"卫生标准的

有关规定(
%#’大宗原料"燃料仓库或堆场$应按照储用合一的原则布置$靠近

主要用户$运输方便,适应机械化装卸作业,场地应有良好的排水条件(
易散发粉尘的仓库或堆场$应布置在厂区边缘地带$且位于厂区全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装卸场地和堆场应保证装卸人员"装卸机械和车辆有足够的活动

范围和必要的安全距离$其主要通道的宽度不得小于$"BC$物料堆垛的

间距不得小于!C(
%%’金属材料库区的布置$应远离散发有腐蚀性气体和粉尘的设施$

并宜位于上述设施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B’易燃及可燃材料堆场的布置$宜位于厂区边缘$并应远离明火及

散发火花的地点(
%A’火灾危险性属于甲"乙"丙类液体燃料罐区$宜位于企业边缘的

安全地带$且地势较低而不窝风的独立地段,应远离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

点,严禁架空供电线跨越罐区,当靠近江"河岸边布置时$应位于临江"
河的城镇"企业"居住区"码头"桥梁的下游地段$并应采取防止液体流

入江"河的措施(
%?’电石库的布置$宜位于场地干燥和地下水位较低的地段$不应与

循环水冷却塔毗邻布置(
%@’酸类库区及其装卸设施的布置$宜位于厂区边缘且地势较低处$

并位于厂区地下水流向的下游地段(
%>’爆破器材库区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爆破器材工厂

设计安全规范*的规定(
%!=’库房与其他建筑物 的 防 火 间 距 还 应 符 合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年版’等的有关规定(
七! 生产管理及其他设施布置要求

%!’生产管理设施的布置$应位于厂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并应布置在便于生产管理"环境洁净"靠近主要人流出入口"与城镇和居

住区联系方便的地点(
%#’全厂性的生活设施$应根据工业企业规模和具体条件$可集中或

分区布置(为车间服务的生活设施$应靠近人员较多的作业地点$或职工

上"下班经由的主要道路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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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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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场所相邻设置$不能受有害因素的影响(
%$’消防站的设置$应根据企业的性质"生产规模"火灾危险程度及

其所在地区的消防能力等因素确定(凡有条件与城镇或邻近工业企业消防

设施协作的$应统一布设(消防站应布置在责任区的适中位置$并应使消

防车能 方 便"迅 速 地 到 达 火 灾 现 场(消 防 站 的 服 务 半 径$应 以 接 警 起

BCE:内消防车能到达责任区最远点确定(
%%’生产或使用剧毒物质的高风险度工业企业$在工作地点附近设置

的紧急救援站或有毒气体防护站应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有关

规定(
%B’厂区出入口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总体规划"

厂区用地面积及总平面布置等因素综合确定$其数量不宜少于#个(主要

人流出入口宜与主要货流出入口分开设置$并应位于厂区主干道通往居住

区或城镇的一侧(
%A’厂区围墙的结构形式和高度$应根据企业性质"规模确定(

第四节!厂内道路与铁路

厂内运输线 路 的 布 置$应 满 足 生 产 要 求$物 流 顺 畅$线 路 短 捷$人

流"货流组织合理,同时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改善劳动条件$运行安全

可靠$并使厂区内"外部运输"装卸"储存形成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运输

系统,运输繁忙的线路$应避免平面交叉(
一! 厂内道路设置要求

厂内道路是指厂 %场’区"库区"站区"港区等的内部道路(厂内道

路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厂内道路的布置$应满足生产"运输"安装"检修"消防及环境

卫生的要求,与区内主要建筑物轴线平行或垂直$宜呈环形布置,与竖向

设计相协调$有 利 于 场 地 及 道 路 的 雨 水 排 除,与 厂 外 道 路 连 接 方 便"短

捷,建筑工程施工道路应与永久性道路相结合(
%#’厂内道路路线设计$应综合考虑平"纵"横三方面情况$做到平

面顺适"纵坡均衡"横面合理(
%$’道路尽头设置回车场时$回车场面积应根据汽车最小转弯半径和

路面宽度确定(
%%’地磅房进车端的道路$应为平坡直线段$其长度不宜小于#辆车

长$在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辆车长,出车端的道路$应有不小于!辆

车长的平坡直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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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消防车道应与厂区道路连通$且距离短捷,避免与铁路平交$当

必须平交时$应设备用车道,两车道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进入厂内最长

列车的长度,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BC(
%A’人 行 道 的 宽 度$不 宜 小 于 ="?BC,沿 主 干 道 布 置 时$可 采 用

!"BC(当人行道的宽度超过!"BC 时$宜按="BC 的倍数递增(人行道边

缘至建筑物外墙的净距$当屋面为无组织排水时$可采用!"BC,当屋面

为有组织排水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当人行道的边缘至准轨铁路中心

线的距离小于$"?BC 时$以及处于危险地段的人行道$应设置防护栏杆(
%?’路基设计$应根据厂矿道路的性质$使用要求"材料供应"自然

条件等$结合施工方法和当地经验$提出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设计(路

基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稳定性(对影响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地面水和

地下水$必须采取相应的排水措施(
%@’路面设计$应根据厂矿道路性质"使用要求"交通量及其组成"

自然条件"材料供应"施工能力"养护条件等$结合路基进行综合设计(
设计的路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稳定性$其表面应平整"密实和粗

糙度适当(
路面等级"层面类型应符合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厂区内道路的互相交叉$宜采用平面交叉(平面交叉应设置在直

线路段$并宜正交(当需要斜交时$交叉角不宜小于%BD(
%!=’厂矿道路与高速公路"快速路交叉$应采用立体交叉(厂矿道

路互相交叉或与其他各级公路"城市道路交叉$当交通运输繁忙或地形条

件适宜且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为合理时$亦应采用立体交叉(立体交叉的

跨线桥上"下净空$应分别符合道路建筑界限的规定(
%!!’新建厂的铁路线路与道路交叉点$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设

置立体交叉&

! 受地形等条件限制$采用平面交叉危及行车安全时(

" 少量交通的道路与繁忙运输的铁路线路交叉(

# 繁忙交通的道路与少量运输的铁路线路交叉(

$ 当昼间!#F双向换算标准载重汽车超过!%==辆和昼间!#F火车通

过道口封闭时间超过!F$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 经常运送物种货物确有特殊需要时(
%!#’厂矿道路在急弯"陡坡"视线不良等路段$应根据需要设置标

志"柱式 %墙式’护栏"分道墙 %桩’"分道行驶路面标线"反光镜等安

全设施,在桥头引道"高路堤"地形险峻等路段$应设置标志和护栏,在

道路交叉口$应根据需要设置标志"栏杆,在严重积雪路段"漫水桥"过

水路面$应设置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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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厂内铁路设置要求

%!’工业企业铁路线路除应满足生产和运输作业要求外$还应满足货

流方向和近"远期运量的要求(对运量大"有多台机车作业的工业企业线

路布置$宜考虑机车分区作业的需要(道岔宜集中布置(车间"仓库"堆

场的线路$宜合并集中与联络线或连接线连接$力求扇形面积最小(在满

足生产要求的条件下$应结合地形"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选

取距离短"干扰少和工程量小的路线(
%#’工业企业交接站 %场’的布置$应与车流的汇集方向顺流$避免

机车车辆出现迂回干扰和折角走行,简化交接作业程序$避免重复作业,
进入工业企业线路顺直$对路网主要车流干扰最小$取送作业时$单机走

行最少(
%$’企业站的位置$应便于与接轨站联系$有利于厂区铁路进线$减

少折角运行(根据引入线的数量"方向"作业性质"作业量以及工程条件

等$选择合理的车站位置和站型(减少进路交叉和作业干扰,缩短机车车

辆"列车的走行距离和在站内的停留时间(
%%’工业企业内其他车站的布置$应结合采矿场"车间"仓库"堆场

的布置 和 作 业 要 求$确 定 车 站 分 布,满 足 铁 路 技 术 作 业 和 运 输 能 力 的

需要(
%B’火灾危险性属于甲"乙"丙类的液体和液化石油气"危险品以及

剧毒品等专用铁路装卸线的布置$宜按品种集中布置在厂区全年最小频率

风向的上风侧$并应位于厂区边缘地带,宜按品种设计为专用的尽头式线

路(当物料性质相近$且每种物料的年运量小于#=G<时$可合用一条装

卸线$但一条装卸线上不宜超过$个品种(装卸线的装卸段$应为平坡直

线(装卸线不宜与仓库入口道路交叉(
%A’装卸作业区咽喉道岔前方的一段线路的坡度$应保证列车启动,

其长度不应小于该作业区最大车组长度"机车长度及列车停车附加距离之

和(列车停车附加距离$准轨不得小于#=C,窄轨不得小于!=C(
%?’站场线路间距和线路中心线至建 %构’筑物或设备的距离$除应

符合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外$有普通车调车作

业通过的建筑物大门边缘$距铁路中心线不得小于#A==CC,有冶金车调

车作业通过的建筑物大门边缘$距铁路中心线不得小于#@==CC(
%@’岔线与正线"到发线接轨时$均应铺设安全线(岔线与站内到发

线接轨$当站内有平行进路及隔开道岔并有连锁装置时$可不设安全线(
在进站信号机外制动距离内为超过AH下坡道的车站$应在正线或到发线

的接车方向末端设置安全线(安全线的有效长度一般不小于B=C(
%>’铁路站场最外侧的线路中心线至路基面边缘的宽度不得小于$C(

当改"扩建站场条件困难时不得小于#"@C,在梯线"平面调车牵出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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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场边缘的装卸线等经常有调车人员上"下作业的一侧$不得小于$"BC(
%!=’民用爆破器材装卸线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爆破

器材工厂设计安全规范*的规定(

第五节!竖 向 设 计

企业的规划和布局应综合考虑地形"地势"生产需求等条件$进行竖

向设计$确保生产安全(
%!’竖向设计应与总平面布置同时进行$且与厂区外现有和规划的运

输线路"排水系统"周围场地标高等相协调(
竖向设计方案应根据生产"运输"防洪"排水"管线敷设及土 %石’

方工程等要求$结合地形和地质条件进行综合比较后确定(
%#’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满足生产"运输要求(

" 使厂区不被洪水"潮水及内涝水淹没(

# 合理利用自然地形$尽量减少土 %石’方"建筑物和构筑物基础"
护坡和挡土墙等工程量(

$ 填"挖方工程$应防止产生滑坡"塌方(山区建厂尚应注意保护

山坡植被$避免水土流失(

% 充分利用和保护现有排水系统(当必须改变现有排水系统时$应

保证新的排水系统水流顺畅(

& 适应厂区景观要求(

’ 分期建设的工程$在场地标高"运输线路坡度"排水系统等方面$
应使近期与远期工程相协调(

( 改建"扩建工程应与现有场地竖向相协调(
%$’竖向设计宜采用平坡式或阶梯式$并应根据场地的地形和地质条

件"厂区面 积"建 筑 物 大 小"生 产 工 艺"运 输 方 式"建 筑 密 度"管 线 敷

设"施工方法等因素$合理确定(
%%’场地平整宜采用连续式或重点式$并应根据地形和地质条件"建

筑物和构筑物及管线和运输线路密度等因素$合理确定(
%B’场地设计标高的确定$除应保证场地不被洪水"潮水和内涝水淹

没外$还应与所在城镇"相邻企业和居住区的标高相适应,应方便生产联

系$满足运输及排水设施的技术条件(
%A’阶梯式竖向设计时$台阶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 应与地形及总平面布置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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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联 系 密 切 的 建 筑 物"构 筑 物$应 布 置 在 同 一 台 阶 或 相 邻 台

阶上(

# 台阶的长边$宜平行等高线布置(

$ 台阶的宽度$应满足建筑物和构筑物"运输线路"管线和绿化等

布置要求以及操作"检修"消防和施工等需要(

% 台阶的高度$应按生产要求及地形和地质条件$结合台阶间运输

联系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宜取!4%C(
%?’场地应有完整"有效的雨水排水系统(场地雨水的排除方式$应

结合工业企业所在地区的雨水排除方式"建筑密度"环境卫生要求"地质

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暗管"明沟或地面自然排渗等方式(厂区宜采用暗

管排水(

第六节!厂内管线综合布置

一! 管线布置的基本要求

%!’管线综合布置应与工业企业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和绿化布置统

一进行(应使管线之间"管线与建筑物和构筑物之间在平面及竖向上相互

协调"紧凑合理"有利厂容(
%#’管线敷设方式的确定$应根据管线内介质的性质"厂区地形"生

产安全"交通运输"施工检修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确定(
%$’管线 综 合 布 置$必 须 在 满 足 生 产"安 全"检 修 的 条 件 下 节 约 用

地(当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应共架"共沟布置(
%%’管线带的布置应与道路或建筑红线相平行(
%B’管线综合布置时$应减少管线与铁路"道路及其他干管的交叉(

当管线与铁路或 道 路 交 叉 时 应 为 正 交(在 困 难 情 况 下$其 交 叉 角 不 宜 小

于%BD(
%A’山区建厂$管线敷设应充分利用地形$并应避免山洪"泥石流及

其他不良地质的危害(
%?’管道内的介质具有毒性"可燃"易燃"易爆性质时$严禁穿越与

其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生产装置及储罐区等(
可燃气体管道 和 甲"乙"丙 类 液 体 管 道 不 应 穿 过 通 风 管 道 和 通 风 机

房$也不应沿风管的外壁敷设(
%@’当工业企业分期建设时$管线布置应全面规划$近期集中$近远

期结合(近期管线穿越远期用地时$不得影响远期用地的使用(
%>’管线综合布置时$干管应布置在用户较多的一侧或将管线分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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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道路两侧(管 线 综 合 布 置 宜 按 下 列 顺 序(自 建 筑 红 线 向 道 路 方 向 布

置&电信电缆$电力电缆$热力管道$压缩空气"氧气"氮气"乙炔气"
煤气及各种工艺管道或管廊$生产及生活给水管道$工业废水 %生产废水

及生产污水’管道$生活污水管道$消防水管道$雨水排水管道$照明及

电信杆柱(
%!=’综合布置地下管线产生矛盾时$应按下列原则处理&压力管让

自流管,管径小的让管径大的,易弯曲的让不易弯曲的,临时性的让永久

性的,工程量小的让工程量大的,新建的让现有的,检修次数少的"方便

的让检修次数多的"不方便的(
%!!’改建"扩建工程中的管线综合布置$不应妨碍现有管线的正常

使用(
二! 地下管线布置要求

%!’地下管线"管沟$不得布置在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压力影响范

围内和平行敷设在铁路下面$并不宜平行敷设在道路下面(直埋式的地下

管线$不应平行重叠敷设(
%#’地下管线交叉布置时$给水管道应在排水管道上面,可燃气体管

道应在其他管道上面 %热力管道除外’,电力电缆应在热力管道下面"其

他管道上面,氧气管道应在可燃气体管道下面"其他管道上面,腐蚀性的

介质管道及碱性"酸性排水管道应在其他管线下面,热力管道$应在可燃

气体管道及给水管道上面(
%$’地下管线的管顶覆土厚度$应根据外部荷载"管材强度及土壤冻

结深度等条件确定(
%%’地下管线 %或管沟’穿越铁路"道路时$管顶至铁路轨底的垂直

净距$不应小于!"#C,管顶至道路路面结构层底的垂直净距$不应小于

="BC(穿越 铁 路"道 路 的 管 线 当 不 能 满 足 上 述 要 求 时$应 加 防 护 套 管

%或管沟’(其两端应伸出铁路路肩或路堤坡脚"城市型道路路面"公路型

道路路肩或路堤坡脚以外$且不得小于!C(当铁路路基或道路路边有排

水沟时$其套管应延伸出排水沟沟边!C(
%B’地下管线$不应敷设在腐蚀性物料的包装"堆存及装卸场地的下

面(距上述场地的边界水平间距$不应小于#C(
%A’地下管线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

的最小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的规定(
%?’管线共沟敷设$应注意&热力管道$不应与电力"通信电缆和物

料压力管道共 沟,排 水 管 道$应 布 置 在 沟 底(当 沟 内 有 腐 蚀 性 介 质 管 道

时$排水管道应位于其上面,腐蚀性介质管道的标高$应低于沟内其他管

线,火灾危险性属于甲"乙"丙类的液体"液化石油气"可燃气体"毒性

气体和液体以及腐蚀性介质管道$不应共沟敷设$并严禁与消防水管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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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凡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的管线$不应共沟敷设(
三! 地上管道和电力! 通信线路布置要求

%!’地上 管 道 的 敷 设$可 根 据 安 全"物 料 性 质"生 产 操 作"经 营 管

理"运输和厂容等因素采用管架式"低架式"地面式及建筑物支撑式(
%#’管架的净空高度及基础位置$不得影响交通运输"消防及检修,

不应妨碍建筑物自然采光与通风,敷设有火灾危险性属于甲"乙"丙类的

液体"液化石油气和可燃气体等管道的管架$与火灾危险性大和腐蚀性强

的生产"储存"装 卸 设 施 以 及 有 明 火 作 业 的 设 施$应 保 持 一 定 的 安 全 距

离$并减少与铁路交叉(
%$’火灾危险性属于甲"乙"丙类的液体管道$液化石油气"腐蚀性

介质的管道$以及相对密度较大的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管道等$均宜采

用管架敷设(
%%’有火灾 危 险"腐 蚀 及 有 毒 介 质 的 管 道$除 使 用 该 管 线 的 建 筑 物

外$均不得采用建筑物支撑式(
%B’架空电力线路的敷设$不应跨越用可燃材料建造的屋顶及生产火

灾危险性属于甲"乙类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甲"乙"丙类液体和液化石

油气及可燃气体储罐区(
%A’通信架空线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通信设计规

范*%&’+%#.!>@!’的规定(
%?’引入厂区内的$BGI 以上的高压线$如采用高架架空形式时$应

减少高压线在厂区内的长度$并应沿厂区边缘布置(
%@’管架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架空管线或管架跨

越铁路"道路的最小垂直 间 距$应 符 合 )工 业 企 业 总 平 面 设 计 规 范*的

规定(
%>’电力电线路与铁路接近或交叉时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 接近或平行时$电杆 %塔’外缘至线路中心线的水平距离&!=GI
以下架空电力线 路 不 小 于$C,$BGI 架 空 电 力 线 路$不 小 于 电 杆 %塔’
高加$C,

" 电力线路跨越铁路 %非电力牵引区段’时$电杆内侧距铁路中心

线的水平距离不得小于BC$其导线最大弛度的最低点距钢轨顶面的距离&
!!=GI 及以下电力线 路 不 得 小 于?"BC,!B%4##=GI 的 电 力 电 线 路 不 得

小于@"BC,$$=GI 的电力线路不得小于>"BC(
%!=’通信"信号架空线弛度最低点至地面"轨面的距离应符合下列

规定&

! 在区间$距地面不小于#"BC(

" 在站内$距地面不小于$C(

# 跨越道路$距路面不小于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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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铁路$距钢轨顶面不小于?C(

% 禁止在电线路下面植树$电线路附近的树枝与电线的距离$在市

区内时不得小于!C$在市区外时不得小于#C(

第七节!环 境 保 护

工业企业的绿化布置$应符合工业企业总体规划要求$与总平面布置

统一进行$并应合理安排绿化用地(绿化布置应根据企业性质"环境保护

及厂容"景观的要求$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植物生态习性"抗污性能和苗

木来源$合理地确定各类植物的比例与配置方式$因地制宜进行布置(
%!’充分利用厂区非建筑地段及零星空地$管架"栈桥"架空线路等

设施的下面及地下管线带上面场地布置绿化(绿化重点为进厂主干道及主

要出入口,生产管理区"洁净度要求高的生产车间"装置及建筑物,散发

有害气体"粉尘及产生高噪声的生产车间"装置及堆场,西晒的生产车间

及建筑物,受雨水冲刷的地段,厂区生活服务设施周围,居住区(
%#’受风沙侵袭的工业企业$应在厂区受风沙侵袭季节盛行风向的上

风侧设置半通透结构的防风林带(对环境构成污染的工厂"灰渣场"尾矿

坝"排土场和大型原"燃料堆场$应视全年盛行风向和对环境的污染情况

设置紧密结构的防护林带(
%$’具有易燃"易爆的生产"储存及装卸设施附近$宜布置能减弱爆

炸气浪和阻挡火势向外蔓延"枝叶茂密"含水分大"防爆及防火效果好的

大乔木及灌木(但不得种植含油脂较多的树种(
%%’散发液化石油气及相对密度大于="? %空气为!’的可燃气体和

可燃蒸气的生产"储存及装卸设施附近$绿化布置应注意通风$不宜布置

不利于重气体扩散的绿篱及茂密的灌木(
%B’热加工车间附近的绿化$宜具有遮阳效果(
%A’地上管架"地下管线带"输电线路"屋外高压配电装置附近的绿

化布置$应满足安全生产及检修要求(
%?’道路弯道及交叉口"铁路与道路平交道口附近的绿化布置$应符

合行车视距的有关规定(
%@’在有条件的生产车间或建筑物墙面"挡土墙顶及护坡等地段$宜

布置垂直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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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及储存建筑物或构筑物$特别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工业建筑

都要进行防火设计$需要按照规定选择适当的耐火等级"设置防火间距"
防火分隔物"安全疏散出口及通道以及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等$以避免或

减少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即使一旦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也有利于控

制火势蔓延$便于消防扑救$既可以减少建筑物本身的损失$也可以减少

建筑物内的人员"物质的损失(
本章 主 要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A.!>@?’

%#==!版’和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对工业建筑

防火防爆设计的规定择要介绍(

第一节!厂房的防火与防爆的要求

一!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是厂房防火设计的主要依据(只有确定了火灾危险

性的类别$才能相应确定厂房的耐火等级及其他防火"防爆措施(在 )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了生产的火灾危险性$见表$)!(

表$"!!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生产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 闪点$#@J的液体

!#" 爆炸下限$!=K的气体

!$"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B"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黄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

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A"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等于或超过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乙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J%闪点$A=J的液体

!#" 爆炸下限#!=K的气体

!$"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B" 助燃气体

!A" 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A=J的液体雾滴

丙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 闪点#A=J的液体

!#" 可燃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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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丁

!具有下列情况的生产&

!!" 对非燃烧物质进行加工$并在高热或融化状态 下 经 常 产 生 辐 射 热"火 花 或 火 焰 的

生产

!#" 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为燃料或者将气体"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用的各种生产

!$"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戊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非燃烧物质的生产

注&!" 在生产过程中$如使用或 产 生 易 燃"可 燃 物 质 的 量 较 少$不 足 以 构 成 爆 炸 或 火 灾 危

险时$可以按实际情况确定其火灾危险性的类别(

#" 一座厂房内或防火分区内有不同性质的生产时$其分类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
但火灾危险性大的部分占本层或本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小于BK %丁"戊类生产厂房的油漆工段

小于!=K’$且发生事故时不足以蔓延到其他部位$或采取防火设施能防止火灾蔓延时$可按火

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 丁"戊类生产厂房的油漆工 段$当 采 用 封 闭 喷 漆 工 艺 时$封 闭 喷 漆 空 间 内 保 持 负 压$且

油漆工段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时$油漆工段占其所在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

不应超过#=K(

%"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见本章附录一(

分析生产过程中的火灾危险性要看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是否

有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按照生产过程中最危险的物质确定’主要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

! 生产中使用的全部原料的性质(

" 生产中操作条件的变化是否会改变物质的性质(

# 生产中产生的全部中间产物的性质(

$ 生产中最终产品及副产物的性质(
许多产品可能有若干种生产工艺方法$其中使用的原材料各不相同$

工艺条件也不尽相同$所以火灾危险性也不相同$分类时应注意区别对待(
二! 厂房的耐火等级

!一"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 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

建筑物构件根据燃烧性能可分为$类$参见表$)#(
#" 建筑物构件耐火极限

耐火极限是对任一建筑构件按照时间温度标准曲线进行耐火试验$从

受到火的作用时起$到失去支持能力或完整性被破坏或失去隔火作用时止的

这段时间$用小时表示(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是在特制的燃烧炉内测定的(
!二"厂房的耐火等级

!" 建筑物耐火等级的分类

耐火等级是衡量建筑物耐火程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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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建筑物构件的类别

类别 具!体!含!义

非燃烧体

!用非燃烧材料制成的构件(非燃烧材料系指在空气中受到火烧或高温作用时

不起火"不微燃"不炭化的材料(如建筑中采用的金属材料和天然或人工的无机

矿物材料

难燃烧体

!用难燃烧材料制成的 构 件 或 用 燃 烧 材 料 制 成 而 用 不 燃 烧 材 料 做 保 护 层 的 构

件(难燃烧材料系指在空气中受到 火 烧 或 高 温 作 用 难 起 火"难 微 燃"难 炭 化$当

火源移走后燃烧或微燃立即停止的 材 料$如 沥 青 混 凝 土,经 过 防 火 处 理 的 木 材,
用有机物填充的混凝土和水泥刨花板等

燃烧体
!用燃烧材料制成的构件(燃烧材料系指在空气中受到火烧或高温作用时立即

起火或微燃$且火源移走后仍继续燃烧或微燃的材料$如木材等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是由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最低耐火极限决定的(
按照我国建筑设计"施工及建筑结构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今后的发

展趋势$将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为四级(各级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和燃烧

性能均不应低于表$)$的规定(

表$"$!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单位&F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墙

防火墙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

承重墙"楼梯间"电梯井的墙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房间隔墙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柱

支承多层的柱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支承单层的柱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

燃烧体

梁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

难燃烧体

="B=

楼板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屋顶承重构件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B=

燃烧体 燃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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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疏散楼梯
非燃烧体

!"B=

非燃烧体

!"==

非燃烧体

!"==

燃烧体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非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难燃烧体

="!B

燃烧体

注&!" 以木柱承重且以非燃烧材料作为墙体的建筑物$其耐火等级应按四级确定(

#" 高层工业建筑的预制钢筋混 凝 土 装 配 式 结 构$其 节 点 缝 隙 或 金 属 承 重 构 件 节 点 的 外 露 部

位应做防火保护层$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表相应构件的规定(

$" 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吊顶$如采用非燃烧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

%" 在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中$面积不超过!==C# 的房间隔墙$如执行本表的规定有困难时$

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F的非燃烧体(

B" 一"二级耐火等 级 民 用 建 筑 疏 散 走 道 两 侧 的 隔 墙$按 本 表 规 定 执 行 有 困 难 时$可 采 用

="?BF的非燃烧体(

需要注意 的 是$有 些 生 产 过 程 %或 储 存’中 虽 然 存 在 易 燃"可 燃 物

质$但是数量很少$当可燃气全部放出或可燃液体全部汽化也不能在厂房

%或库房’内达到爆炸极限,可燃物全部燃烧也不能使建筑物起火$造成

灾害(如机械车间或修理车间$虽然使用少量汽油等甲类溶剂清洗零件$
但是不会因此而发生爆炸$所以该厂房不能按甲类厂房处理$仍应按戊类

厂房考虑(表$)%列出了部分常见的甲"乙类危险物质的最大允许量$若

危险物质的实际量少于最大允许量$就不需按照此类物质原来的火灾危险

性来分类$而应按照厂房 %或库房’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
#" 耐火等级的划分基准和依据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是以楼板为基准进行划分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楼板的耐火性代表着整个建筑物的耐火性(因此$在划分建筑物耐火等级

时$是以楼板为基准来考虑的(其他构件则根据建筑物遭受火灾时造成的

危害程度和在建筑结构中的地位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参见表$)$(例如

梁承受楼板传来的荷载$它的耐火极限要比楼板高,承重墙"柱在火灾时

比楼板和梁危及的范围更大$它们的耐火极限比梁还要高,间隔墙等比楼

板次要的构件$耐火极限可以适当降低等(
一般来说$一级耐火等级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墙与钢筋混凝土

结构组成的混合结构,二级耐火等级建筑是钢结构屋架"钢筋混凝土柱或

砖墙组成的混合结构,三 级 耐 火 等 级 建 筑 是 木 屋 顶 和 砖 墙 组 成 的 砖 木 结

构,四级耐火等级建筑是木屋顶"难燃烧体墙壁组成的可燃结构(
$" 建筑物耐火等级的选择

根据不同的火灾危险性类别$正确选择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并适当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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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常见的甲!乙类危险物质的最大允许量

火灾危险

性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物质名称举例

最大允许量

房间容积

允许量
总量

甲类

! !闪点$#@J的液体 !汽油"丙酮"乙醚 ="==%--C$ !==-

# !爆炸下限$!=K的气体
! 乙 炔"氢"甲 烷"乙

烯"硫化氢

!--C$

%标准状态’
#BC$

%标准状态’

$

!常 温 下 能 自 行 分 解 导 致 迅

速自燃爆炸的物质

!硝化棉"硝 化 纤 维 胶

片"喷漆棉"火胶棉"赛

璐珞棉

="==$GL-C$ !=GL

!在 空 气 中 氧 化 即 能 导 致 迅

速自燃的物质
!黄磷 ="==$GL-C$ #=GL

%
!常 温 下 受 到 水 或 空 气 中 水

蒸气作 用 能 产 生 可 燃 气 并 能

燃烧爆炸的物质

!金属钾"钠"锂 ="==#GL-C$ BGL

B

!遇 酸"受 热"撞 击"摩 擦"催

化以及 遇 有 机 物 或 硫 黄 等 易

燃无机 物 能 燃 烧 或 爆 炸 的 强

氧化剂

!硝酸胍"高氯酸铵 ="==AGL-C$ #=GL

!遇 酸"受 热"撞 击"摩 擦"催

化以及 遇 有 机 物 或 硫 黄 等 易

燃无机 物 能 引 起 燃 烧 的 强 氧

化剂

!磷 酸 铵"氯 酸 钠"过

氧化钾
="=!BGL-C$ B=GL

A
!与氧化剂"有机物 接 触 时 能

引起燃烧"爆炸的物质
!赤磷"五硫化磷 ="=!BGL-C$ B=GL

?
!受 到 水 或 空 气 中 水 蒸 气 作

用能产 生 爆 炸 下 限 $!=K 的

气体的固体物质

!电石 ="=?BGL-C$ !==GL

乙类

! !#@J%闪点$A=J的液体 !煤油"松节油 ="=#--C$ #==-

# !爆炸下限#!=K的气体 !氨
B--C$

%标准状态’
B=C$

%标准状态’

$
!氧化剂气体 !氧"氟

B--C$

%标准状态’
B=C$

%标准状态’

!不属甲类的氧化剂 ="=#BGL-C$ @=GL

%
!不 属 甲 类 的 化 学 易 燃 危 险

固体

!赛璐珞 板"硝 化 纤 维

色片"镁粉"铝粉
="=!BGL-C$ B=GL

!硫黄"生松香 ="=?BGL-C$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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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层数及防火墙间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是防止发生火灾蔓延扩大的一

项基本措施(生产厂房的耐火等级主要由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类别来确定$
参见表$)B(

表$"&!厂房的耐火等级!层数和占地面积

生产类别 耐火等级 最多允许层数
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占地面积-C#

单层厂房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 厂房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甲
一级

二级

! 除 生 产 必 须 采

用多层 外$宜 采 用

单层

%===
$===

$===
#===

.

.
.
.

乙
一级

二级

!不限

!A
B===
%===

%===
$===

#===
!B==

.

.

丙

一级

二级

三级

!不限

!不限

!#

不限

@===
$===

A===
%===
$===

$===
#===
.

B==
B==
.

丁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

!!

不限

%===
!===

不限

#===
.

%===
.
.

!===
.
.

戊

二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

!!

不限

B===
!B==

不限

$===
.

A===
.
.

%===
.
.

注&!" 防火分区间应用防火 墙 分 隔(一"二 级 耐 火 等 级 的 单 层 厂 房 %甲 类 厂 房 除 外’如 面

积超过本表规定$设置防火墙有困难时$可用防火水幕带或防火卷帘加水幕分隔(

#" 一级耐火等级的多层及二 级 耐 火 等 级 的 单 层"多 层 纺 织 厂 房 %麻 纺 厂 除 外’可 按 本 表 的

规定增加B=K$但上述厂房的原棉开包"清花车间均应设防火墙分隔(

$"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层"多层 造 纸 生 产 联 合 厂 房$其 防 火 分 区 最 大 允 许 占 地 面 积 可 按

本表的规定增加!"B倍(

%" 甲"乙"丙厂房装有自动灭火设 备 时$防 火 分 区 最 大 允 许 占 地 面 积 可 按 本 表 的 规 定 增 加

一倍,丁戊类厂房装有自动灭火设备时$其占地面积不限(局部设置时$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

积的一倍计算(

B"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谷物筒 仓 工 作 塔$且 每 层 人 数 不 超 过#人 时$最 多 允 许 层 数 可 不 受

本表限制(

A" 邮政楼的邮件处理中心可按丙类厂房确定(

除表中规定外$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对厂房耐火等级"建筑结

构和构件材料等方面还有一些具体规定(需要注意下列两点(
%!’对一座建筑物来说$其火灾危险性类别"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层

数和面积应构成一个互相适应的统一体(在规定火灾危险性和耐火等级的

同时$要相应地规定最多允许层数及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是考虑在

发生火灾时$安全疏散的可能性$也是为了把火灾危险性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阻止火势蔓延$减少火灾损失(
%#’在确定建筑物耐火等级时$除主要考虑火灾危险性外$还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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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使用性质$发生火灾时政治影响"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方面(
三! 厂房的防火间距

火灾不仅能在建筑物内蔓延$而且可以向相邻或相距的建筑物蔓延(
影响火灾蔓延的主要因素$参见表$)A(

表$"’!影响火灾蔓延的主要因素

因素 影 响 火 灾 蔓 延 的 情 况 与 特 点

热辐射
!起火建筑物燃烧火焰的辐射热可以在一定距离内$把被它照射的可燃物烤着(二者距

离越近$可燃物接受的辐射热越多$引燃所需的时间就越短$反之则越长

热对流
!起火建筑物炽热的烟气由室内冲出后向 上 升 腾$室 外 冷 空 气 从 下 部 进 入 室 内$形 成 冷

热空气的对流(炽热烟气从窗口冲出时温度很高$能把距它很近的可燃物引燃

飞火!
!在热对流的作用下$有的尚未燃尽的产物 会 由 于 热 对 流 产 生 的 动 力 被 抛 向 空 中$形 成

飞火(飞火可达数十米"数百米$甚至上千米$飞火落到可燃建筑物上会形成新的起火点

为了防止火势向相邻 %相距’建筑蔓延$比 较 切 实 可 行 的 办 法 是 设

置防火间距(所谓防火间距$即一幢建筑物起火$相 距 建 筑 物 在 热 辐 射

的作用下$没有任何 保 护 措 施$不 会 起 火 的 距 离(影 响 防 火 间 距 的 因

素$主要考虑热辐射的作用$不考虑热对流和飞火 的 作 用(因 为 热 对 流

影响的距离太小$可以不考虑,而考虑飞火影响$要 求 的 距 离 太 大$难

以做到(
影响热辐射强度的因素较多$目前国内按照热辐射强度理论计算防火

间距还缺乏科研成果$)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的防火间距主要是根

据当前消防扑救力量$结合消防灭火的实际经验确定的(表$)?列出了厂

房的防火间距(
四! 防火分隔物

在建筑物内设置耐火极限较高的防火 %防爆’分隔物$能够起到阻止

火势蔓延的作用$属限制性措施(防火分隔物针对建筑物的不同部位和火

势蔓延的途径而设置的(防火分隔物的类型主要有防火墙"防火门等(
!一"防火墙

防火墙可以把大的建筑划分为较小的单元$它是阻止火势蔓延的有力

设施(
从建筑平面分有纵向防火墙和横向防火墙,与屋脊方面垂直的是横向

防火墙$与屋脊方向一致的是纵向防火墙(
按防火墙的位置可分为内墙防火墙"外墙防火墙和室外独立的防火墙

等(内墙防火墙是把房屋划分成防火单元的内墙$它可以阻止火势在建筑

物内部发展蔓延(外墙防火墙是因两幢建筑物间防火间距不足而设置的无

门窗的外墙(室外独立的防火墙是因建筑物间防火间距不足而设置的独立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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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厂房的防火间距 单位&C

耐 火 等 级
耐!火!等!级

一"二级 三! 级 四! 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
!#
!%

!#
!%
!A

!%
!A
!@

注&!" 防火间距应按相邻建筑 物 外 墙 的 最 近 距 离 计 算(如 外 墙 有 凸 出 的 燃 烧 构 件$则 应 从

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 甲类厂房之间及其与其他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增加#C$戊类厂房之间的防火

间距$可按本表减少#C(

$" 高层厂房之间及其与其他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增加$C(

%" 两座厂房相邻 较 高 一 面 的 外 墙 为 防 火 墙 时$其 防 火 间 距 不 限$但 甲 类 厂 房 之 间 不 应 小

于%C(

B" 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当 相 邻 较 低 一 面 外 墙 为 防 火 墙 且 较 低$一 座 厂 房 的 房 盖 耐

火极限不低于!F时$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少$但甲"乙类厂房不应小于AC,丙"丁"戊类厂房

不应小于%C(

A" 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厂房$当 相 邻 较 高 一 面 外 墙 的 门 窗 等 开 口 部 位 设 有 防 火 门 窗 或 防

火卷帘和水幕时$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少$但 甲"乙 类 厂 房 不 应 小 于AC,丙"丁"戊 类 厂 房 不

应小于%C(

?" 两座丙"丁"戊类厂房和相邻 两 面 的 外 墙 均 为 非 燃 烧 体$如 无 外 露 的 燃 烧 体 屋 檐$当 每

面外墙上的门窗洞口面积之和各不超过该外墙面积的BK$且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时$其防火间

距可按本表减少#BK(

@"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的原有厂房"其防火间距可按四级确定(

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对防火墙提出了具体要求(如&防火墙应

直接设置在基础上或钢筋混凝土的框架上,防火墙内不应设置排气道,防

火墙上不应开门窗洞口$如必须开设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并应能自

行关闭,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道不应穿过防火墙$其他管道如

必须穿过时$应用非燃烧材料将缝隙紧密填塞,设计防火墙时$应考虑防

火墙一侧的屋架"梁"楼板等受到火灾的影响而破坏时$不致使防火墙倒

塌等(
!二"防火门

防火门通常设在防火墙上$也是一种重要的防火分隔物(
防火门按燃烧性能不同可分为非燃烧体防火门和难燃烧体防火门(
!" 非燃烧体防火门

非燃烧体防火门有空心的与实心的两种(
%!’空心!钢 框 架 两 面 钉="BCC 以 上 钢 板 或 钢 框 架 单 面 钉!"BCC

以上钢板$门厚为A=CC$耐火极限为="A=F(
%#’实心!将上述空心门内空间用石棉等非燃烧材料填实$厚度仍为

A=CC$但耐火极限可提高到!"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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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燃烧体防火门

这种门是用一"二层 木 板 交 错 排 列 钉 在 一 起$再 用B4?CC 厚 的 石

棉板或厚!BCC 以上浸过泥浆的毛毡做夹层$在一面或两面把木板包严$
然后$表面再钉镀锌铁皮(

在难燃烧防火 门 的 镀 锌 铁 皮 上$为 防 止 木 板 炭 化 分 解 的 大 量 气 体 膨

胀$致使从内部胀坏铁皮$防火门上应设泄气孔(
表$)@列出了不同构造难燃烧体防火门的耐火极限(

表$")!难燃烧体防火门的耐火极限

结!!构 总厚度-CC 耐火极限-F

双层木板$外包镀锌铁皮 %! !"#=

双层木板$单面包石棉板$外包镀锌铁皮 %A !"A=

双层木板$中间夹石棉板$外包镀锌铁皮 %B !"B=

双层木板$双层石棉板$外包镀锌铁皮 B! #"!=

根据耐火极限将防火门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防火门耐火极限不

低于!"#F,乙级防火门耐火极限不低于=">F,丙级防火门耐火极限不低

于="AF(
防火门不仅要 有 较 高 的 耐 火 极 限$而 且 还 要 能 关 闭 紧 密$使 之 不 窜

火$不窜烟(由于防火门比较笨重$为便于正常运行$一般情况下防火门

都是敞开的(为了保证防火门在着火时能及时关闭$最好能在门上设有自

动关闭的装置(
五! 厂房的安全疏散

火灾实例中常有因安全出口或通道设计不当$或者在实际使用中堵塞

不畅$造成人员无 法 疏 散 而 伤 亡 惨 重 的 案 例(在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中$对于厂房及库房的安全疏散做了规定(

%!’厂房的 安 全 出 口 数 目$不 应 少 于 两 个$但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的 可 设

一个&

! 甲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C# 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

超过B人(

" 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B=C# 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

超过!=人(

# 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B=C# 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

超过#=人(

$ 丁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C# 且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不

超过$=人(
%#’厂房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安全出口数目$不应少于两个$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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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不超过B=C# 且人数不超过!B人时可设一个(
地下室"半地下室如用防火墙隔成几个防火分区时$每个防火分区可

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分区的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

必须有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厂房内最远工作地点到外部出口或楼梯的距离$不应超过表$)>

的规定(

表$"*!厂房安全疏散距离 单位&C

生产类别 耐火等级 单层厂房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 厂房的地下室"半地下室

甲 一"二级 $= #B . .

乙 一"二级 ?B B= $= .

丙
一"二级 @= A= %= $=

三级 A= %= . .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B= %B

三级 A= B= . .

四!级 B= . . .

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B A=

三级 !== ?B . .

四级 A= . . .

%%’厂房每层的疏散楼 梯"走 道"门 各 自 的 宽 度$应 按 照 表$)!=的

规定计算(当各层人数不相等时$其楼梯总宽度应分层计算$下层楼梯总

宽度按上层人数最多的一层人数计算$但楼梯最小宽度不应小于!"%=C(

表$"!+!厂房疏散楼梯!走道和门的宽度指标

厂房层数 一"二层 三层 #四层

宽度指标-%C-百人’ ="A= ="@= !"==

%B’甲"乙"丙类厂房和高层厂房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高

度超过$#C 且每层 人 数 超 过!=人 的 高 层 厂 房$宜 采 用 防 烟 楼 梯 或 室 外

楼梯(
高度超过$#C 的设有电梯的高层厂房$每个防火分区内应设有一台

消防电梯 %可 客"货 兼 用’$但 应 符 合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中 的 有 关

条件(
六! 厂房的防爆

!" 设置泄压面积

在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应设置必要的泄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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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泄压$就是使爆炸瞬间产生的巨大压力$由建筑物的内部$通过

泄压设施向外排出$以大大减轻爆炸时产生的破坏强度$保证建筑结构不

受大的破坏(泄压 是 在 发 生 爆 炸 时$避 免 建 筑 物 主 体 遭 到 破 坏 而 造 成 人

员"物质重大损失的最有效措施(
为了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应首先确定需设置的泄压面积$以保证室

内产生的压力不致超过某一允许限值(此限值是设计承重结构的依据(
泄压面积可用下式计算&

!"#$
式中!!...泄压面积$C#,

$...建筑物室内容积$C$,

#...泄压比$即泄压面积与室内容积之比$C#-C$(
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推荐泄压比采用="=B4="##%C#-C$’(

爆炸介质威力较强或爆炸压力上升速度较快的厂房$应尽量加大比值(容

积超过!===C$ 的建筑$如采用上述比值有困难时$可适当降低$但不宜

小于="=$(
泄压比选择偏小$则爆炸时破坏损失严重,泄压比选择偏大$则泄压

面积过大$因此建筑费用高(
防爆厂房宜采用轻质屋盖作为泄压面积$易于泄压的门窗"轻质墙体

也可作为泄压面积(
作为泄压 面 积 的 轻 质 屋 盖 和 轻 质 墙 体 应 为 自 重 轻 %%!#=GL-C#5’"

有脆性的非燃烧体(一旦室内发生爆炸$压力超过!==GL-C# 时$它们就

会被炸成碎块或被掀掉$以泄放爆炸压力$使建筑物主体部分少受损失(
轻质屋盖或墙体常用的材料是石棉水泥波形瓦$但它在防寒"隔热等

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聚氯乙烯塑料波形瓦遇火能燃烧,木质纤维波形瓦耐水性能差,钢丝

网水泥大波瓦"玻璃钢波形瓦"镀锌铁瓦等不易炸成碎块$都不适宜作轻

质屋盖材料(
泄压面积的设置对内应靠近易发生爆炸的部位$对外应避开人员集中

的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且注意不应影响邻近车间和建筑物的安全(必要

时$应在窗"墙外设防护挡板或留足防护空地(
泄压轻质窗 %门’以木质窗框和窗扇为好$表面涂以防火漆,也可用

不燃材料高强度混凝土制成(但不能采用钢铁质$因为钢窗开关时碰撞能

产生火花(木窗上的小五金件也要用一半是铁一半是铜制成的(
泄压轻质窗"门的构造有多种(要注意的是门窗一定要向外开$摇窗

5 注&!GL-C#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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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 应 偏 向 上 部(有 的 门 窗 当 爆 炸 时 可 自 动 弹 开$泄 压 后 还 可 恢 复

原状(
#" 防爆厂房的建筑结构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的厂房,宜采用钢筋

混凝土柱"钢柱承重的框架或排架结构$并设置泄压面积$钢柱宜采用防

火保护层(
某些甲"乙类厂房应采用不发火地面(地面下不宜设地沟(
$" 防爆厂房的平面布置

%!’有 爆 炸 危 险 的 甲"乙 类 厂 房 宜 单 独 设 置(其 中 有 爆 炸 危 险 的

甲"乙类生产部位$宜设在单层厂房靠外墙处或多层 厂 房 的 最 顶 层 靠 外

墙处(
有爆炸危险的设备应尽量避开厂房的梁"柱等承重构件布置(
%#’产生或使用相同类爆炸物的房间宜相对集中$产生或使用性质不

同的危险物的房间宜分开设置(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内不应设置办公室"休息室(如必须

贴邻本厂房设置时$应按要求采取保护性措施(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总控制室应独立设置$其分控制室可

毗邻外墙设置$并应按要求用防火外墙与其他部分隔开(
%B’使用 和 生 产 甲"乙"丙 类 液 体 的 厂 房 管"沟 不 应 和 相 邻 厂 房 的

管"沟相通$下水道应设有隔油设施(
%" 抗爆墙和抗爆小室

与防火墙的作用相似$抗爆墙是为了满足防爆安全的要求$对某些建

筑物的墙体作增加结构强度处理$提高其抵抗冲击波的能力$以便将爆炸

事故的破坏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内(
抗爆墙的结构大多为钢筋混凝土的$少数为钢板的 %单层钢板"双层

钢板"双层钢板夹砂’$型钢的$特殊情况下也可用沙袋或黏土砖(
为保证安全$还 可 以 将 危 险 性 大$事 故 概 率 高 的 工 序 置 于 抗 爆 小 室

内(一旦发生爆 炸$可 将 事 故 局 限 在 一 个 小 范 围 内$以 免 影 响 整 条 生 产

线(抗爆小室的墙体应是抗爆墙结构(

第二节!仓库的防火安全

一!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物品的储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大量

物品储存在库房中$一旦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危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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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对库房的耐火等级$层数和面积的要求比对厂

房要严(
为了对储存的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物品加 强 管 理$首 先 应 将 储 存 物 品

按其火灾危险性进行分类$见表$)!!(确定了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 性 类

别$随之也就确定了储存这些物品的库房的最低耐 火 等 级$最 多 允 许 层

数$最大允许面积和防火间距(此外$还应了解哪些 是 要 禁 止 共 同 储 存

的物品$哪些是自身能形成爆炸混合物的物质$哪些 是 接 触 或 混 合 后 能

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等(在了解这些特性的基础 上$有 针 对 性 的 分 别

采取避光"通风"隔离"冷藏"限量"分散等管理 措 施$以 确 保 物 品 的

储存安全(

表$"!!!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储存物

品类别
火 灾 危 险 性 特 征

甲

!!" 闪点$#@J的液体

!#" 爆炸下限$!=K的 可 燃 气 体$以 及 受 到 水 或 空 气 中 水 蒸 气 的 作 用$能 产 生 爆 炸 下

限$!=K的可燃气体的固体物质

!$"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然或爆炸的物质

!%"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B"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黄等易 燃 的 无 机 物$极 易 引 起 燃 烧 或 爆 炸

的强氧化剂

!A"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乙

!!"#@J%闪点$A=J的液体

!#" 爆炸下限#!=K的可燃气体

!$"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B" 助燃气体

!A" 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引起自燃的危险物品

丙
!!" 闪点#A=J的可燃液体

!#" 可燃固体

丁 !难燃烧物品

戊 !非燃烧物品

注&!"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可参照本章附录二(

#" 难燃物品$非燃物品的可燃包装质量超过物品本身质量!-%时$其火灾危险性视为丙类(

二! 库房的耐火等级

库房的耐火等级是由它所储存的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决定的(确定

了库房的耐火等级$库房的最多允许层数和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也就随之确

定了(显然$危险 性 最 大 的 甲 类 物 品 应 采 用 一"二 级 耐 火 等 级 的 一 层 库

房$每座库房的面积也比较小(其余类别的物品$它们的火灾危险性依次

降低$相应的要求也逐类放宽(具体规定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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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库房的耐火等级!层数和占地面积

储存物品类别
耐火

等级

最多

允许

层数

最大允许占地面积-C#

单层库房 多层库房 高层库房
库房的地下

室半地下室

每座

库房

防火

墙间

每座

库房

防火

墙间

每座

库房

防火

墙间
防火墙间

甲
$"%项

!"#"B"A项

一级

一"二级

!
!

!@=
?B=

A=
#B=

.

.
.
.

.

.
.
.

.

.

乙

!"$"%项
一"二级

三级

$
!

#===
B==

@==
B==

>==
.

$==
.

.

.
.
.

.

.

#"B"A项
一"二级

三级

B
!

#@==
>==

?==
$==

!B==
.

B==
.

.

.
.
.

.

.

丙

!项
一"二级

三级

B
!

%===
!#==

!===
%==

#!==
.

?==
.

.

.
.
.

!B=
.

#项
一"二级

三级

不限

$
A===
#!==

!B==
?==

$===
!#==

!===
%==

#@==
.

?==
.

$==
.

丁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
!

不限

$===
#===

$===
!===
?==

不限

!B==
.

!B==
B==
.

%===
.
.

!===
.
.

B==
.
.

戊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不限

$
!

不限

$===
#!==

不限

!===
?==

不限

#!==
.

#===
?==
.

A===
.
.

!B==
.
.

!===
.
.

注&!" 高层库房"高架仓 库 和 筒 仓 的 耐 火 等 级 不 应 低 于 二 级(储 存 特 殊 贵 重 物 品 的 库 房$
其耐火等级宜为一级(

#" 独立建造的硝酸铵库 房"电 石 库 房"聚 乙 烯"尿 素 库 房"配 煤 库 房 以 及 车 站"码 头"机

场内的中转仓库$其占地面积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一倍$但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装有自动灭火设备的库房$其占地面积可按本表及注#的规定增加一倍(

%" 石油库内桶装油品库房面积可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执行(

B" 煤均化库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为!#===C#$但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A" 本条和本规范有关条文中规定的 !占地面积#均指建筑面积(

表$)!$及表$)!%列举了某些物品库房的实际数据(

表$"!$!甲!乙类物品库房

储存物品名称 每座库房总面积-C# 防火墙间面积-C#

甲醇"乙醚等液体 !#= !#=

甲苯"丙酮等液体 #%= !#=

亚硫酸铁等 !A !A

乙醚等醚类 %% %%

金属钾"钠等 B= B=

火柴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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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丙类物品库房

储存物品名称 耐火等级 层数
每座库房占地

面积-C#

每个防火隔间

面积-C#
备!注

纺织"针织品 一"二级 % !>@= @>=
纺织"针织品 一"二级 $ $$?= ?BA4!#A= 用防火墙分隔

日用百货 一"二级 # !%%= ?#=
植物油 一"二级 # !#%= A#= 桶装植物油

化纤"棉布等 一"二级 B !=#= !=#=
糖"色酒 三级 ! >@= >@= 低浓度色酒

棉花 三级 ! ?B= ?B=
香烟 三级 ! ?@= ?@=
棉花 三级 ! !#== A== 中转仓库

棉花 三级 ! !=== B==
棉花 二级 ! !=== !===
纸张 三级 ! !=== B==
毛织品 二级 # !=== B==

此外$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对厂房及库房耐火等级"建筑结构

和构件材料等方面还有一些具体规定(
三! 库房的防火间距

在设置防火间距时$既要保证安全$又要节约用地$即本着 !节约用

地#的原则$尽量满足防火间距的要求(在实际运用时$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例如在企业改建"扩建过程中$常常遇到防火间距不能满足要求的

情况$此时可以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 拆除部分旧有建筑物$以满足防火间距的要求(

" 用防火围墙 %独立防火墙’将火灾危险较大的生产部位隔开(

# 提高建筑物耐火等级(

$ 堵死墙上的门"窗$将普通墙改为防火墙$或设置新的防火墙(

% 其他措施$如增加建筑层"厂房合并以减小占地面积$增加空地$
用不燃材料隔断堆场等(

在 )建筑设计 防 火 规 范*中 对 库 房 的 防 火 间 距 做 了 具 体 规 定$见 表

$)!B和表$)!A(
此外$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还对甲"丙类液体储罐"堆场的

布置和防火间距,可燃"助燃气体储罐的防火间距,液化石油气储罐的布置

和防火间距,易燃"可燃材料的露天"半露天堆场与建筑物的布置和防火间

距,仓库"储罐区"堆场的布置及与铁路"道路的防火间距等做了规定(
四! 库房的安全疏散

%!’库房或每个防火隔 间 %冷 库 除 外’的 安 全 出 口 数 目 不 宜 少 于 两

个(但一座多层库房占地面积不超过$==C# 时$可设 一 个 疏 散 楼 梯,面

积不超过!==C# 的防火隔间$可设置一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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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甲类物品库房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单位&C

建!筑!物!名!称

甲!!类

$"%项 !"#"B"A项

储量%B< 储量&B< 储量%!=< 储量&!=<

民用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 %= #B $=

其他建筑 耐火等级

一"二级 !B #= !# !B

三级 #= #B !B #=

四级 #B $= #= #B

注&!" 甲类物品库房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 应 小 于#=C$但 本 表 第$"%项 物 品 储 量 不 超 过#<$
第!"#"B"A项物品储量不超过B<$可减为!#C(

#" 甲类库房与重要的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B=C(

!!!表$"!’!乙!丙!丁!戊类物品库房的防火间距 单位&C

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一"二级 != !# !%
三级 !# !% !A
四级 !% !A !@

注&!" 两座库房相邻较高一面外 墙 为 防 火 墙$且 总 占 地 面 积 不 超 过 本 规 范 内 关 于 一 座 库 房

的面积规定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 高层库房之间以及高层库房与其他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本表增加$C(

$" 单层"多层戊类库房之间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减少#C(

高层库房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库房 %冷库除外’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安全出口数目不应少于两

个$但面积不超过!==C# 时可设一个(
%$’库房"筒仓的室外金属梯可作为疏散楼梯$但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A=8C"倾斜度不应大于A=D角和栏杆扶手的高度不应小于="@C(
%%’高度超过$#C 的高层库 房 应 设 有 消 防 电 梯$并 符 合 )建 筑 设 计

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要求(
%B’甲"乙类 库 房 内 不 应 设 置 办 公 室(设 在 丙"丁 类 库 房 内 的 办 公

室"休息室$其出口应直通室外或疏散楼梯(

第三节!消 防 设 施

一! 正确选用灭火剂

灭火剂是能够有效地破坏燃烧条件$中止燃烧的物质(选择灭火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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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是灭火效能高"使用方便"来源丰富"成本低廉"对人和物基本

无害(灭火剂的种类很多$常用的灭火剂有水"泡沫"惰性气体"卤代烷

灭火剂"化学干粉和固态物质等(
各种消防设施内灭火剂应根据其配置场 所 火 灾 种 类 进 行 选 用$以 求

得最好的 灭 火 效 果(国 家 标 准 )火 灾 分 类* %&’-(%>A@.!>@B’中$
根 据 消 防 设 施 配 置 场 所 内 的 物 质 及 其 燃 烧 特 性 将 火 灾 划 分 为 以 下

五 类&
%!’1 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
%#’’类火灾!液体火灾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
%$’*类火灾!气体火灾(
%%’,类火灾!金属火灾(
%B’P类火灾 %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表$)!?及表$)!@可供选用灭火剂时参考(

表$"!(!各类灭火剂的适用范围

灭!火!剂!种!类

火!灾!种!类

1类

火灾

’类火灾

非水溶性 水溶性

P类

火灾

,类

火灾

液体

气体

水
直!流 ’ Q Q Q Q
喷!雾 ’ ( ’ ’ (

水溶液

直流%加强化剂’ ’ Q Q Q Q
喷雾%加强化剂’ ’ ’ ’ Q Q
水加表面活性剂 ’ ( ( Q Q
水加增黏剂 ’ Q Q Q Q
水胶 ’ Q Q Q Q
酸碱灭火剂 ’ Q Q Q Q

泡沫

化学泡沫 ’ ’ ( Q Q
蛋白泡沫 ’ ’ Q Q Q
氟蛋白泡沫 ’ ’ Q Q Q
水成膜泡沫%轻水’ ’ ’ Q Q Q
合成泡沫 ’ ’ Q Q Q
抗溶泡沫 ’ ( ’ Q Q
高"中倍数泡沫 ’ ’ Q Q Q

特殊液体%?!B=灭火剂’ Q Q Q Q ’

卤代烷

二氟二溴甲烷%!#=#’ ( ’ ’ ’ Q
四氟二溴乙烷%#%=#’ ( ’ ’ ’ Q
四氯化碳 ( ’ ’ ’ Q
二氟一氯一溴甲烷%!#!!’ ( ’ ’ ’ Q
三氟一溴甲烷%!$=!’ ( ’ ’ ’ Q

不燃气体
二氧化碳 ( ’ ’ ’ Q
氮气 ( ’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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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灭!火!剂!种!类

火!灾!种!类

1类

火灾

’类火灾

非水溶性 水溶性

P类

火灾

,类

火灾

固体
干粉

钠盐"钾盐干粉 ( ’ ’ ’ Q
磷酸盐干粉 ’ ’ ’ ’ Q
金属火灾用干粉 Q Q Q Q ’

烟雾灭火剂 Q ’ Q Q Q

注&!" !Q#表示不适用,!’#表示适用,!(#表示一般不用(

#" 卤代烷灭火剂只能在必要场所配置(

表$"!)!扑救某些物质火灾灭火剂选用表

物质种类"名称

灭!火!剂

水 泡沫 干粉
卤代

烷
二氧
化碳

沙土
备!注

!爆炸品 ’ Q !不可捂盖

!氧化剂
!无机

!过氧化 钾"过 氧 化 钠"
过氧化钡"过氧化锶 Q Q ’ ’

!其他无机氧化剂 ’ ’ !先用沙土后用水

!有机氧化剂 Q ’ ’ ’ !盖沙后可用水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 ’ ’ ’

!自燃物品
!三乙基铝"三异丁基铝"四氢化硅 Q Q Q Q ’ !用?!B=灭火剂

!其他自燃物品 ’ ’ ’

! 遇 水 燃 烧
物品

!钠"钾"锂"钙"锶"金 属 氢 化
物"金属碳化物"镁铝粉 Q Q Q Q ’

! 用 ?!B= 灭 火
剂$也 可 用 石 墨 等
粉末灭火剂

!其他遇水燃烧物品 Q Q Q ’
! 用 ?!B= 灭 火
剂$也 可 用 石 墨 等
粉末灭火剂

!液体
!易燃液体 Q ’ ’ ’ ’ !二硫化碳可用水

!可燃液体 ’ ’ ’ ’ !宜用雾状水

!固体及粉末

!各 种 金 属 粉 末$如 镁"铝"钛
粉,碱 金 属 氨 基 化 合 物$如 氨 基
化钠,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

Q Q Q Q ’
! 用 ?B=! 灭 火
剂$也 可 用 石 墨 等
粉末灭火剂

!硝化棉"赛璐珞 ’ Q

!其他易燃固体 ’ ’ ’
!一般可燃固体$如木材"塑料等 ’ ’ ’

!毒害品
!锑粉"铍粉"磷化铝"磷化锌 Q Q ’

!盖 沙 后 可 用 水"
沙土

!氰化物"砷化物"有机磷农药 ’ Q ’ !先用沙土后用水

!其他毒害品 ’ ’ ’ !先用沙土后用水

!腐蚀品
!酸性腐蚀物品 Q ’ ’ !盖沙后可用水

!碱性及其他腐蚀物品 ’ ’
注&!" !Q#表示不能用,!’#表示效果好,空白表示可以用$但效果较差(
#" 卤代烷灭火剂只能在必要场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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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灭火器及其设置

灭火器是指能在其内部压力作用下$将所充装的灭火剂喷出以扑灭火

灾$并能够由人力移动"取用方便的灭火器具(灭火器的任务是扑救初起

火灾$并以其结构简单"轻便灵活"使用方便等特点而在诸多场合广泛运

用$是消防实战中较理想的第一线的大众化的灭火工具(但是$如果不了

解灭火器的局限性$选用了不合适的灭火器扑救火灾$不仅有可能扑灭不

了火灾$而且可能引起灭火剂对燃烧的逆反应$甚至可能发生爆炸伤亡事

故(因此$合理地 配 置 使 用 灭 火 器$对 扑 救"控 制 初 起 火 灾 具 有 重 要 的

作用(
!一"灭火器的分类

!" 按充装灭火剂种类分类

%!’水型灭火器!这类灭火器中充装的灭火剂主要是水以及少量添加

剂(清水灭火器"强化液灭火器属于此类(
%#’空气泡沫灭火器!这类灭火器中充装的灭火剂是空气泡沫液(根

据灭火剂种类不同$空气泡沫灭火器又可分为蛋白泡沫灭火器"氟蛋白泡

沫灭火器"水成膜泡沫灭火器和抗溶泡沫灭火器等(
%$’干粉灭火器!这类灭火器中充填的灭火剂是干粉(目前我国主要

生产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及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由于碳酸氢钠干粉只适

用于扑救’"*类火灾$所以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又称为’*干粉灭火器,
磷酸铵盐干粉适用于扑救 1"’"*类火灾$所以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又

称为 1’*干粉灭火器(
%%’卤代烷灭火器!这类灭火器中充填的是卤代烷灭火剂$常用的有

!!#!!#灭火器及 !!$=!#灭火器两种(由于卤代烷灭火剂对大气臭氧层

的破坏作用$其应用受到了限制(作为 )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约国$我国

已经决定于#==A年起除必要场所外将禁止生产和使用卤代烷灭火器(
%B’二氧化碳灭火器!这类灭火器中充装的是加压液化的二氧化碳(
#" 按灭火器的质量及移动方式分类

%!’手提式灭火器!总重在#@GL以下$容量在!=GL %-’左右$是

手提的灭火器具(
%#’背负式灭火器!总重在%=GL以下$容量在#BGL %-’以下$是

背负的灭火器具(
%$’推车式灭火器!总重在%=GL以上$容量在!==GL %-’以内$装

有车轮$由人力推 %拉’的灭火器具(
$" 按加压方式分类

%!’储气瓶式灭火器!灭火器中的灭火剂是由一个专门储存压缩空气

的钢瓶释放气体加压驱动的(
%#’储压式灭火器!灭火器中的灭火剂是由与其同储于一个容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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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气体或灭火剂蒸气的压力所驱动的(
!二"灭火器型号与灭火级别

!" 灭火器型号

我国灭火器型号由类"组"特征代号和主参数四部分组成$各类灭火

器型号的编制方法参见表$)!>(

表$"!*!灭火器的型号编制

类 组 特征 代号 代 号 含 义
主 参 数

名 称 单 位

灭火器 3

水

4

清水

强化液

342
320

手提式清水灭火器

手提式强化液灭火器

泡沫

N

空气泡沫

%机械泡沫’ 3+N 手提式机械泡沫灭火器

二氧化碳

(

手提式

推车式

3(
3((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干粉

.

手提式

推车式

背负式

3.
3.(
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背负式干粉灭火器

!#!!
5

手提式

推车式

35
35(

手提式!#!!灭火器

推车式!#!!灭火器

灭火剂量

-

-

GL

GL

GL

#" 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灭火级别表示灭火器能够扑灭不同种类火灾的效能(由表示灭火效能

的数字和灭火种类的字母组成(
建筑灭火器配置类型"规格和灭火级别基本参数举例见本章附录三(
!三"灭火器的配置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B=!%=.#==B’中对建筑 %包括新

建"扩建"改建的生产"使用和储存可燃物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灭火器的

配置做了比较详 细 的 规 定$现 做 简 要 介 绍$更 详 细 内 容 请 读 者 自 行 查 阅

标准(
建筑灭火器的配置应作为建筑设计的内容(建筑物配置灭火器类型"

规格"数量以及设置位置$应在工程设计图纸上标明(建筑灭火器配置设

计图例见本章附录四(
!" 灭火器选择的一般规定

%!’灭火器的配置应考虑配置 场 所 的 火 灾 种 类"危 险 等 级"灭 火 器

的灭火效能和通用性"对保护物品的污损程度"设置 点 的 环 境 温 度 和 使

用灭火器人员的体能等因素(本标准规定了工业建筑 灭 火 器 配 置 场 所 危

险等级分类原 则$本 章 附 录 五 列 举 了 工 业 建 筑 灭 火 器 配 置 场 所 的 危 险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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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宜选用相同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
当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存在不同火灾种类时$应选用通用型灭火器(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当选用两种或选用两种以上类型灭火剂

时$应采用灭火剂相容的灭火器(不相容的灭火剂举例见本标准附录六的

规定(

#" 类型选择

%!’1 类火灾场所应 选 择 水 型 灭 火 器"磷 酸 铵 盐 干 粉 灭 火 器"泡 沫

灭火器或卤代烷灭火器(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泡沫灭火器"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磷酸铵

盐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 ’类火灾 的 水 型 灭 火 器 或 卤 代 烷 灭

火器(
极性溶剂的’类火灾场所应选择灭’类火灾的抗溶性灭火器(
%$’*类火灾 场 所 应 选 择 磷 酸 铵 盐 干 粉 灭 火 器"碳 酸 氢 钠 干 粉 灭 火

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卤代烷灭火器(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扑灭金属火灾的专用灭火器(
%B’P类火灾 场 所 应 选 择 磷 酸 铵 盐 干 粉 灭 火 器"碳 酸 氢 钠 干 粉 灭 火

器"卤代烷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但不得选用装有金属喇叭喷筒的二

氧化碳灭火器(
%A’非必要场所不应配置卤代烷灭火器(非必要场所的举例见本标准

附录七(必要场所可配置卤代烷灭火器(

$" 灭火器设置的规定

%!’灭火器应设置在位 置 明 显 和 便 于 取 用 的 地 点$且 不 得 影 响 安 全

疏散(
%#’对有视线障碍的灭火器设置点$应设置指示其位置的发光标志(
%$’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其铭牌应朝外(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

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其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B=C,底部离地

面高度不宜小于="=@C(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灭火器不宜设置在潮湿或强腐蚀性的地点(当必须设置时$应有

相应的保护措施(
灭火器设置在室外时$应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B’灭火器不得设置在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地点(
%A’灭火器的最大防护距离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 灭火器配置的规定

%!’一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少于#具(
%#’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B具(
%$’当住宅楼每层的公共部位建筑面积超过!==C# 时$应 配 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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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手提式灭火器,每增加!==C# 时$增配!具!1 的手提式灭火器(
%%’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B" 灭火器配置设计计算

灭火器配置设计计算$请读者自行查阅本标准(
三! 消防给水设施

消防给水设施是一般工厂必备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消防给水

做了明确规定(
!一"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是最基本的消防设施(工业企业等进行规划时要设置

室外消火栓 %或称市政消火栓’,工业建筑"堆场"储罐等周围要设置室

外消火栓系统(
!" 工业建筑物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工业建筑物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一次灭火用水量’参见表$)#=(

!!!!!!!!表$"#+!工业建筑物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单位&--9

耐火

等级

建筑物

名称

建筑物

类别

建筑物体积-C$

%!B==!B=!4$===$==!4B=== B==!4#====#===!4B==== &B====

一"二级

厂房

甲"乙

丙

丁"戊

!=
!=
!=

!B
!B
!=

#=
#=
!=

#B
#B
!B

$=
$=
!B

$B
%=
#=

库房

甲"乙

丙

丁"戊

!B
!B
!=

!B
!B
!=

#B
#B
!=

#B
#B
!B

.

$B
!B

.

%B
#=

三级 厂房或库房
乙"丙 !B #= $= %= %B .

丁"戊 != != !B #= #B $B

四级 丁"戊类厂房或库房 != !B #= #B . .

注&!" 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应按消 防 需 水 量 最 大 的 一 座 建 筑 物 或 一 个 防 火 分 区 计 算(成 组 布

置的建筑物应按消防需水量较大的相邻两座计算(

#" 火车站"码头和机场的中转库 房$其 室 外 消 火 栓 用 水 量 应 按 相 应 耐 火 等 级 的 丙 类 物 品 库

房确定(

$"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 砖 木"木 结 构 的 建 筑 物 室 外 消 防 用 水 量$按 三 级 耐 火 等 级 民

用建筑物消防用水量确定(

#"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的布置要求

%!’室外消防给水管网应布置成环状$但在建设初期或室外消防用水

量不超过!B--9时$可布置成枝状(
%#’环状管网的输 水 干 管 及 向 环 状 管 网 输 水 的 输 水 管 均 不 应 少 于 两

条$当其中一条发生故障时$其余的干管应仍能通过消防用水总量(
%$’环状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每段内消火栓的数量不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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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B个(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的最小直径不应小于!==CC(
$" 室外消火栓的布置要求

%!’室外消火栓应沿道路 设 置$道 路 宽 度 超 过A=C 时$宜 在 道 路 两

边设置消火栓$并宜靠近十字路口(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和液化石油气罐罐区的消火栓$应设在

防火堤外(但距罐壁!BC 范围内的消火栓$不应计算在该罐可使用的数

量内,消火栓距路边不应超过#C$距房屋外墙不宜小于BC(
%$’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C(
%%’室外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超过!B=C,在市政消火栓保护半径

!B=C 以内$如消防用水量不超过!B--9时$可不设室外消火栓(
%B’室外消火栓的数量应按室外消防用水量计算决定$每个室外消火

栓的用水量应按!=4!B--9计算(
%A’室外地上式消 火 栓 应 有 一 个 直 径 为!B=CC 或!==CC 和 两 个 直

径为ABCC 的栓口(
%?’室外地下式消 火 栓 应 有 直 径 为!==CC 和ABCC 的 栓 口 各 一 个$

并有明显的标志(
%" 消防水池的设置

当生产用水量达到最大时$市政给水管道"进水管或天然水源不能满

足室内外消防用水量或市政给水管道为枝状或只有一条进水管$且消防用

水量之和超过#B--9时应设置消防水池(
消防水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消防水池的容量应满足在火灾延续时间内室内外消防用水总量的

要求(居住区"工 厂 和 丁"戊 类 仓 库 的 火 灾 延 续 时 间 应 按#F计 算,甲"
乙"丙类物品仓库"可燃气体储罐和煤"焦炭露天堆场的火灾延续时间应

按$F计算,易燃"可燃材料露天"半露天堆场 %不包括煤"焦炭露天堆

场’应按AF计算,自动喷水灭火延续时间按!F计算,甲"乙"丙类液体

储罐火灾延续时间和液化石油气储罐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规定确定(
%#’在火灾情况下能保证连续补水时$消防水池的容量可减去火灾延

续时间内补充的水量(消防水池容量如超过!===C$ 时$应分设成两个(
%$’消防水池的补水时间不宜超过%@F$但缺水地区或独立的石油库

区可延长到>AF(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保护半径不应大于!B=C(
%B’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应设取水口$其取水口与建筑物 %水泵

房除外’的距离不宜小于!BC,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的距离不宜小于

%=C,与液化石油气储罐的距离不宜小于A=C(若有防止辐射热的保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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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可减为%=C(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应保证消防车的吸水高度不

超过AC(
%A’消防用水与生产"生活用水合并的水池$应有确保消防用水不作

他用的技术设施(
%?’寒冷地区的消防水池应有防冻设施(
!二"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厂房"库房"高度不大于#%C 的科研楼 %存在与水接触能引起燃 烧

爆炸的物品除外’应设室内消防给水$但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可燃物较

少的丁"戊类厂房和库房 %高层工业建筑除外’,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

建筑体积不超过$===C$ 的丁类厂房和建筑体积不超过B===C$ 的戊类厂

房可不设室内消防给水(
!" 室内消防用水量

建筑物内有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设备时$其室内消防用水量应按需

要同时开启的上述设备用水量之和计算$参见表$)#!(
#" 室内消防给水管道

室内消防给水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室内消火栓超过!=个且室内消防用水量大于!B--9时$室内消

防给水管道至少应有两条进水管与室外环状管网连接$并应将室内管道连

表$"#!!室内消火栓用水量

建筑物名称 高度"层数"体积或座位数
消火栓用水

量-%--9’

同时使用水

枪数量-支

每支水枪最

小流量-%--9’

每根竖管最

小流量-%--9’

!厂房

高度%#%C"体积%!====C$

高度%#%C"体积&!====C$

#%C$高度%B=C
高度&B=C

B

!=

#B

$=

#

#

B

A

#"B

B

B

B

B

!=

!B

!B

!科 研 楼"试

验楼

高度%#%C"体积%!====C$

高度%#%C"体积&!====C$

!=

!B

#

$

B

B

!=

!=

!库房

高度%#%C"体积%B===C$

高度%#%C"体积&B===C$

#%C$高度%B=C
高度&B=C

B

!=

$=

%=

!

#

A

@

B

B

B

B

B

!=

!B

!B

!车站"码头"

机场建筑物和

展览馆等

B==!4#B===C$

#B==!4B====C$

&B====C$

!=

!B

#=

#

$

%

B

B

B

!=

!=

!B

注&!" 丁"戊类高层工业建筑室内消火栓的用水量可按本表减少!=--9$同时使用水枪数量

可按本表减少#支(

#" 增设消防水喉设备$可不计入消防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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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环状或将进水管与室外管道连成环状(当环状管网的一条进水管发生事

故时$其余的进水管应仍能供应全部用水量(
%#’超过四层的厂房和库房$如室内消防竖管为两条或两条以上时$

应至少每两根竖管相连组成环状管道(每条竖管直径应按最不利点消火栓

出水$并根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的流量确定(
%$’高 层 工 业 建 筑 室 内 消 防 竖 管 应 成 环 状$且 管 道 的 直 径 不 应 小

于!==CC(
%%’超过四层的厂房和库房"高层工业建筑"设有消防管网的住宅及

超过五层的其他民用建筑$其室内消防管网应设消防水泵接合器(距接合

器!B4%=C 内$应设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接合器的数量$应按室内

消防用水量计算确定$每个接合器的流量按!=4!B--9计算(
%B’室内消防给水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当某段损坏时$停

止使用的消火栓在一层中不应超过B个(高层工业建筑室内消防给水管道

上阀门的布置$应保证检修管道时关闭的竖管不超过一条$超过三条竖管

时$可关闭两条(阀门应经常开启$并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A’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合并的室内管道$当其他用水达到最大流量

时$应仍能供应全部消防用水量(淋浴用水量可按计算用水量的!BK计

算$洗刷用水量可不计算在内(
%?’当生产"生活用水量达到最大$且市政给水管道仍能满足室内外

消防用水量时$室内消防泵进水管宜直接从市政管道取水(
%@’室内消火栓给水管网与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的管网$宜分开设置(

如有困难$应在报警阀前分开设置(
%>’严寒地区非采暖的厂房"库房的室内消火栓$可采用干式系统$

但在进水管上应设快速启闭装置$管道最高处应设排气阀(
$" 室内消火栓

室内消火栓应符合下列要求(
%!’设有消防给水的建筑物$其各层 %无可燃物的设备层除外’均应

设置消火栓(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应保证有两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室内

任何部位(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C 时$且体积小于或等于B===C$ 的库

房$可采用一支水枪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水枪的充实水柱长度应

由计算确定$一般不应小于?C$但甲"乙类厂房"超过六层的民用建筑"
超过四层的厂房和库房内$不应小于!=C,高层工业建筑"高架库房内$
水枪的充实水柱不应小于!$C 水柱(

%$’室内消火栓栓口处的静水压力应不超过@=C 水柱$如超过@=C
水柱时$应采用分区给水系统(消火栓栓口处的出水压力超过B=C 水柱

时$应有减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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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梯前室应设室内消火栓(
%B’室 内 消 火 栓 应 设 在 明 显 易 于 取 用 的 地 点(栓 口 离 地 面 高 度 为

!"!C$其出水方向宜向下或与设置消火栓的墙面成>=D角(
%A’冷库的室内消火栓应设在常温穿堂或楼梯间内(
%?’室 内 消 火 栓 的 间 距 应 由 计 算 确 定(高 层 工 业 建 筑"高 架 库 房$

甲"乙类厂房$室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C,其他单层和多层建筑室

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B=C(
同一建筑物内应采用统一规格的消火栓"水枪和水带(每根水带的长

度不应超过#BC(
%@’设有室内消火栓的建筑$如为平屋顶时$宜在平屋顶上设置试验

和检查用的消火栓(
%>’高层工业建筑和水箱不能满足最不利点消火栓水压要求的其他建

筑$应在每个室内 消 火 栓 处 设 置 直 接 启 动 消 防 水 泵 的 按 钮$并 应 有 保 护

设施(
%" 消防水箱

设置常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如能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和自动喷水

灭火设备等的水量和水压时$可不设消防水箱(
设置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应设消防水箱或气压水罐"水塔$

其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在建筑物的最高部位设置重力自流的消防水箱(
%#’室内 消 防 水 箱 %包 括 气 压 水 罐"水 塔"分 区 给 水 系 统 的 分 区 水

箱’$应储存!=CE:的消防用水量(当室内消防用水量不超过#B--9$经

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C$ 时$仍可采用!#C$,当 室 内 消 防 用 水 量

超过#B--9$经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C$$仍可采用!@C$(
%$’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合并的水箱$应有消防用水不作他用的技术

设施(
%%’发生火灾后由消防水泵供给的消防用水$不应进入消防水箱(
!三"消防水泵房

%!’消防水泵房应采用一"二级 耐 火 等 级 的 建 筑(附 设 在 建 筑 内 的

消防水泵房$应用耐火极 限 不 低 于!F的 非 燃 烧 体 墙 和 楼 板 与 其 他 部 位

隔开(
消防水泵房应设直通室外的出口(设在楼层上的消防水泵房应靠近安

全出口(
%#’一组消防水泵的吸水管不应少于两条(当其中一条损坏时$其余

的吸水管应仍能通过全部用水量(高压和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其每台

工作消防水泵应有独立的吸水管(
消防水泵宜采用自灌式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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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泵房应有不少于两条的出水管直接与环状管网连接(当其

中一条出水管检修时$其余的出水管应仍能供应全部用水量(
%%’固定消防水泵应设有备用泵$其工作能力不应小于一台主要泵(

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设备用泵&

! 室外消防用水量不超过#B--9的工厂"仓库(

" 七层至九层的单元式住宅(
%B’消防水泵应保证在火警后BCE:内开始工作$并在火场断电时仍

能正常运转(
设有备用泵的消防泵站或泵房$应设备用动力$若采用双电源或双回

路供电有困难时$可采用内燃机作动力(
消防水泵与动力机械应直接连接(
%A’消防水泵房宜设有与本单位消防队直接联络的通讯设备(
!四"固定式灭火系统

固定式灭火系统$是由固定安装的灭 火 剂 供 应 源"管 路"喷 放 器 件

和控制装置 组 成 的 灭 火 系 统(它 主 要 用 于 扑 灭 公 共 建 筑"工 厂"仓

库"大 型 生 产 装 置"贵 重 仪 器 设 备 和 电 气 设 备 以 及 各 种 可 燃 物 质 的

火 灾(

!" 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分类

固定式灭火系统$按其所喷射的灭火剂的 种 类 可 分 为 低 倍 数 泡 沫 灭

火系统"高 倍 数 泡 沫 灭 火 系 统"喷 水 灭 火 系 统"泡 沫 喷 淋 灭 火 系 统"
干 粉 灭 火 系 统"烟 雾 灭 火 系 统"卤 代 烷 灭 火 系 统"二 氧 化 碳 灭 火 系

统 等(

#" 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应用

%!’下列部位应设置闭式自动喷水灭火设备&

! 等于或大于B====纱锭的棉纺厂的开包"清花车间,等于或大于

B===锭的麻 纺 厂 的 分 级"梳 麻 车 间,服 装"针 织 高 层 厂 房,面 积 超 过

!B==C# 的木器厂房,火柴厂的烤梗"筛选部位,泡沫塑料厂的预发"成

型"切片"压花部位(

" 每座占地面积超过!===C# 的棉"毛"丝"麻"化纤"毛皮及其制

品库房,每座占地面积超过A==C# 的火柴库房,建筑面积超过B==C# 的

可燃物品的地下库房,可 燃"难 燃 物 品 的 高 架 库 房 和 高 层 库 房 %冷 库 除

外’,省级以上或藏书超过!==万册图书馆的书库(
%#’下列部位应设水幕设备&

! 应设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而无法设置的开口部位(

" 防火卷帘或防火幕的上部(
%$’下列部分应设雨淋喷水灭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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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柴厂的氯酸钾压碾厂房$建筑面积超过!==C# 的生产"使用硝

化棉"喷漆棉"火胶棉"赛璐珞胶片"硝化纤维的厂房(

" 建筑面积超过AC# 或储存量超过#<的硝化棉"喷漆棉"火胶棉"
赛璐珞胶片"硝化纤维库房(

# 日装瓶数量超过$===瓶的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的灌瓶间"实瓶库(

$ 乒乓球厂的轧坯"切片"磨球"分球检验部位(
%%’下列部位应设水喷雾灭火设备&

! 单台储油量超过B<的电力变压器 %设在室内时$亦可采用卤代烷

或二氧化碳灭火设备’(

" 飞机发动机试验台的试车部位(
%B’下列部位应设卤代烷或二氧化碳灭火设备&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房或贵重设备室(
%A’下列部位宜设蒸气灭火设备&

! 使用蒸气的甲"乙类厂房和操作温度等于或超过本身自燃点的丙

类液体厂房(

" 单台锅炉蒸发量超过#<-F的燃油"燃气锅炉房(

# 火柴厂的火柴生产联合机部位(

附!!录

附录一!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生产类别 举!!例

甲

!!" 闪点$#@J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 收 或 洗 涤 工 段 及 其 泵 房$橡 胶 制 品 的

涂胶和胶浆部位$二硫化碳的 粗 馏"精 馏 工 段 及 其 应 用 部 位$青 霉 素 提 炼 部 位$原 料

药厂的非纳西汀车间的烃化"回收及电感精馏部位$皂素车间的抽提"结晶及过滤部

位$冰片精制部位$农药厂乐果厂房$敌敌畏的合成厂房"磺化法糖精厂房$氯乙醇厂

房$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工段$苯 酚 厂 房 的 磺 化"蒸 馏 部 位$焦 化 厂 吡 啶 工 段$胶 片 厂

片基厂房$汽油加铅室$甲醇"乙 醇"丙 酮"丁 酮"异 丙 醇"醋 酸 乙 酯"苯 等 的 合 成 或 精

制厂房$集成电路工厂的化 学 清 洗 间%使 用 闪 点$#@J的 液 体’$植 物 油 加 工 厂 的 浸

出厂房

!#" 乙炔站$氢气站$石油气体分馏%或分离’厂房$氯乙烯厂房$乙烯聚合厂房$天然

气"石油伴生气"矿井气"水煤气 或 焦 炉 煤 气 的 净 化%如 脱 硫’厂 房"压 缩 机 室 及 鼓 风

机室$液化石油气灌瓶间$丁二 烯 及 其 聚 合 厂 房$醋 酸 乙 烯 厂 房$电 解 水 或 电 解 食 盐

厂房$环己酮厂房$乙基苯和苯乙烯厂房$化肥厂的氢"氮气压缩厂房$半导体材料厂

使用氢气的拉晶间$硅烷热分解室

!$" 硝化棉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赛璐珞厂房$黄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三乙基铝

厂房$染化厂某些能自行分解的重氮化合物生产$甲胺厂房$丙烯腈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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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类别 举!!例

甲

!%" 金属钠"钾加工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聚乙烯厂房的一氧二乙基铝部位"三氯化磷

厂房$多晶硅车间三氯氢硅部位$五氯化磷厂房

!B" 氯酸钠"氯酸钾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过氧化氢厂房$过氧化钠$过氧化钾厂房$次

氯酸钙厂房

!A" 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五硫化二磷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 洗涤剂厂房石蜡裂解部位$冰醋酸裂解厂房

乙

!!"#@J%闪点$A=J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洗涤部位$松节油或松香蒸

馏厂房及其应用部位$醋酸酐精馏厂房$己内酰胺厂房$甲酚厂房$氯丙醇厂房$樟脑

油提取部位$环氧氯丙烷厂房$松针油精制部位$煤油灌桶间

!#" 一氧化碳压缩机室及净化部位$发生炉煤 气 或 鼓 风 炉 煤 气 净 碾 部 位$氨 厂 压 缩

机房

!$" 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部位$高锰酸钾厂房$重铬酸钠%红钒钠’厂房

!%" 樟脑或松香提炼厂房$硫黄回收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

!B" 氧气站$空分厂房

!A" 铝粉或镁粉厂房$金属制品抛光部位$煤 粉 厂 房$面 粉 厂 的 碾 磨 部 位$活 性 炭 制

造及再生厂房$谷物筒仓工作塔$亚麻厂的除尘器和过滤器室

丙

!!" 闪点#A=J的油品和有机液体的提炼"回 收 工 段 及 其 抽 送 泵 房$香 料 厂 的 松 油

醇部位和乙酸松油脂部位$苯甲酸厂房$苯乙酮厂房$焦化厂焦油厂房$甘油"桐油的

制备厂房$油浸变压器室$机器油或变压油灌桶间$柴油灌桶间$润滑油再生部位$配

电室%每台装油量&A=GL的设备’$沥青加工厂房$植物油加工厂的精炼部位

!#" 煤"焦炭"油母页岩的筛分"转运工段和栈桥或储仓$木工厂房$竹"藤加工厂房$

橡胶制品的压延"成型和硫化 厂 房$针 织 品 厂 房$纺 织"印 染"化 纤 生 产 的 干 燥 部 位$

服装加工厂房$棉花加工和打包厂房$造纸厂备料"干燥厂房"印染厂成品厂房$麻纺

厂粗加工厂房$谷物加工厂房$卷 烟 厂 的 切 丝"卷 制"包 装 厂 房$印 刷 厂 的 印 刷 厂 房$

毛涤厂选毛厂房$电视机"收音 机 装 配 厂 房$显 像 管 厂 装 配 工 段 烧 枪 间$磁 带 装 配 厂

房$集成电路工厂的氧化扩散 间"光 刻 间$泡 沫 塑 料 厂 的 发 泡"成 型"印 片 压 花 部 位$

饲料加工厂房

丁

!!" 金属冶炼"锻造"铆焊"热轧"铸造"热处理厂房

!#" 锅炉房$玻璃原料熔化厂房$灯丝烧拉部位$保温瓶胆厂房$陶瓷制品的烘干"烧

成厂房$蒸汽机车库$石灰焙烧 厂 房$电 石 炉 部 位$耐 火 材 料 烧 成 部 位$转 炉 厂 房$硫

酸车间焙烧部位$电极煅烧工段配电室%每台装油量%A=GL的设备’

!$" 铝塑材料的加工厂房$酚醛泡沫塑料的加工厂房$印染厂的漂炼部位$化纤厂后

加工润湿部位

戊

!制砖车间"石棉加工车间"卷 扬 机 室$不 燃 液 体 的 泵 房 和 阀 门 室$不 燃 液 体 的 净 化

处理工段$金属%镁合金除外’冷加工车间$电动车库$钙镁磷肥车间%焙烧炉除外’$

造纸厂或化学纤维厂的浆粕 蒸 煮 工 段$仪 表"器 械 或 车 辆 装 配 车 间$氟 里 昂 厂 房$水

泥厂的轮窑厂房$加气混凝土厂的材料准备"构件制作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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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储存物
品类别

举!!例

甲

!!" 己烷$戊烷$石脑油$环戊烷$二硫化碳$苯$甲苯$甲醇$乙醇$乙醚$甲酸甲酯$醋酸甲
酯$硝酸乙酯$汽油$丙酮$丙烯$乙醛$A=D以上的白酒

!#" 乙炔$氢$甲烷$乙烯$丙烯$丁二烯$环氧乙烷$水煤气$硫化氢$氯乙烯$液化石油气$
电石$碳化铝

!$" 硝化棉$硝化纤维胶片$喷漆棉$火胶棉$赛璐珞棉$黄磷

!%" 金属钾$钠$锂$钙$锶$氢化锂$四氢化锂铝$氢化钠

!B" 氯酸钾$氯酸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钠$硝酸铵

!A" 赤磷$五硫化磷$三硫化磷

乙

!!" 煤油$松节油$丁烯醇$异 戊 醇$丁 醛$醋 酸 丁 酯$硝 酸 戊 酯$乙 酰 丙 酮$环 己 胺$溶 剂
油$冰醋酸$樟脑油$甲酸

!#" 氨气

!$" 硝酸铜$铬酸$亚硝酸钾$重铬酸钠$铬酸钾$硝酸$硝酸汞$硝酸钴$发烟硫酸$漂白粉

!%" 硫黄$镁粉$铝粉$赛璐珞板%片’$樟脑$萘$生松香$硝化纤维漆布$硝化纤维色片

!B" 氧气"氟气

!A" 漆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制品$油绸及其制品

丙

!!" 动物油$植物油$沥青$蜡$润滑油$机油$重油$闪点#A=J的柴油$糠醛$大于B=D"小
于A=D的白酒

!#" 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纸张$棉$毛$丝$麻及其织物$谷物$面粉$天然橡胶及其制
品$竹木及其制品$中药 材$电 视 机"收 录 机 等 电 子 产 品$计 算 机 房 已 录 数 据 的 磁 盘 储 存
间$冷库中的鱼"肉间

丁 !自熄性塑料及其制品$酚醛泡沫塑料及其制品$水泥刨花板

戊 !钢材$铝材$玻璃及其制品$搪瓷制品$陶瓷制品$不燃气体$玻璃棉$岩棉$陶瓷棉$硅酸
铝纤维$矿棉$石膏及其无纸制品$水泥$石$膨胀珍珠岩

附录三!建筑灭火器配置类型! 规格和灭火级别基本参数举例

表三,+,!!手提式灭火器类型!规格和灭火级别

灭 火 器 类 型

灭火剂充装量

%规格’

- GL

灭火器类型规格代码

%型号’

灭火级别

1类 ’类

水型

$ .

A .

> .

34-2$

34-($

34-2A

34-(A

34-2>

34-(>

!1

!1

#1

.

BB’

.

BB’

.

@>’

泡沫

$ . 3N$"3N-1R$ !1 BB’

% . 3N%"3N-1R% !1 BB’

A . 3NA"3N-1RA !1 BB’

> . 3N>"3N-1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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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灭 火 器 类 型

灭火剂充装量

%规格’

- GL

灭火器类型规格代码

%型号’

灭火级别

1类 ’类

干粉%碳酸氢钠’

. ! 3.! . #!’

. # 3.# . #!’

. $ 3.$ . $%’

. % 3.% . BB’

. B 3.B . @>’

. A 3.A . @>’

. @ 3.@ . !%%’

. != 3.!= . !%%’

干粉%磷酸铵盐’

. ! 3.-1’*! !1 #!’

. # 3.-1’*# !1 #!’

. $ 3.-1’*$ #1 $%’

. % 3.-1’*% #1 BB’

. B 3.-1’*B $1 @>’

. A 3.-1’*A $1 @>’

. @ 3.-1’*@ %1 !%%’

. != 3.-1’*!= A1 !%%’

卤代烷%!#!!’

. ! 35! . #!’

. # 35# %="B1’ #!’

. $ 35$ %="B1’ $%’

. % 35% !1 $%’

. A 35A !1 BB’

二氧化碳

. # 3(# . #!’

. $ 3($ . #!’

. B 3(B . $%’

. ? 3(? .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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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推车式灭火器类型!规格和灭火级别

灭 火 器 类 型

灭火剂充装量

%规格’

- GL

灭火器类型规格代码

%型号’

灭火级别

1类 ’类

水型

#= 34(#= %1 .

%B 34(%= %1 .

A= 34(A= %1 .

!#B 34(!#B A1 .

泡沫

#= 3N(#="3N(-1R#= %1 !!$’

%B 3N(%="3N(-1R%= %1 !%%’

A= 3N(A="3N(-1RA= %1 #$$’

!#B 3N(!#B"3N(-1R!#B A1 #>?’

干粉%碳酸氢钠’

. #= 3.(#= . !@$’

. B= 3.(B= . #>?’

. !== 3.(!== . #>?’

. !#B 3.(!#B . #>?’

干粉%磷酸铵盐’

. #= 3.(-1’*#= A1 !@$’

. B= 3.(-1’*B= @1 #>?’

. !== 3.(-1’*!== !=1 #>?’

. !#B 3.(-1’*!#B !=1 #>?’

卤代烷%!#!!’

. != 35(!= . ?=’

. #= 35(#= . !%%’

. $= 35($= . !@$’

. B= 35(B= . #>?’

二氧化碳

. != 3((!= . BB’

. #= 3((#= . ?=’

. $= 3(($= . !!$’

. B= 3((B= . !@$’

附录四!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例

表四,+,!!手提式!推车式灭火器图例

序!!号 图!!例 名!!称

!
手提式灭火器

NST<OUV;WET;;X<E:LYE9F;T

#
推车式灭火器

7F;;V;ZWET;;X<E:LYE9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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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灭火剂种类图例

序!!号 图!!例 名!!称

$
水

6O<;T

%
泡沫

.SOC

B
含有添加剂的水

6O<;T7E<FOZZE<E[;

A
’*类干粉

’*\S7Z;T

?
1’*类干粉

1’*\S7Z;T

@
卤代烷

0OVS:

>

二氧化碳

*OTUS:ZESXEZ;
%*]#’

!=

非卤代烷和二氧化碳类气体灭火剂

PX<E:LYE9FE:LLO9S<F;T<FO:
0OVS:ST*]#

表四,+,$!灭火器图例举例

序!!号 图!!例 名!!称

!!
手提式清水灭火器

6O<;TNST<OUV;;X<E:LYE9F;T

!#
手提式 1’*类干粉灭火器

1’*\S7Z;TNST<OUV;;X<E:LYE9F;T

!$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OTUS:ZESXEZ;NST<OUV;;X<E:LYE9F;T

!%
推车式’*类干粉灭火器

6F;;V;Z’*\S7Z;T;X<E:LYE9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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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工业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举例

危险等级
举!!例

厂房和露天"半露天生产装置区 库房和露天"半露天堆场

严重危险级

!!" 闪点$A=J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
洗涤部位及其泵房"灌桶间

!!" 化学危险物品库房

!#" 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部位
!#" 装卸原油或化学危险物品

的车站"码头

!$" 二硫化碳的粗馏"精馏工段及其应用部位
!$" 甲"乙类液体储罐区"桶装

库房"堆场

!%" 甲醇"乙醇"丙酮"丁酮"异丙醇"醋酸乙 酯"苯

等的合成"精制厂房

!%" 液 化 石 油 气 储 罐 区"桶 装

库房"堆场

!B" 植物油加工厂的浸出厂房 !B" 棉花库房及散装堆场

!A" 洗涤剂厂房石蜡裂解部位"冰醋酸裂解厂房 !A" 稻草"芦苇"麦秸等堆场

!?" 环氧氢丙烷"苯乙烯厂房或装置区

!?" 赛璐珞及其制品"漆布"油

布"油纸及其 制 品$油 绸 及 其 制

品库房

!@" 液化石油气灌瓶间
!@" 酒精 度 为A=D以 上 的 白 酒

库房

!>" 天然气"石油伴 生 气"水 煤 气 或 焦 炉 煤 气 的 净

化%如脱硫’厂房压缩机室及鼓风机室

!!=" 乙炔站"氢气站"煤气站"氧气站

!!!" 硝化棉"赛璐珞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 黄磷"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 樟脑或松香提炼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

!!%" 煤粉厂房和面粉厂房的碾磨部位

!!B" 谷物 筒 仓 工 作 塔"亚 麻 厂 的 除 尘 器 和 过 滤

器室!!

!!A" 氯酸钾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 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部位

!!@" 高锰酸钾"重铬酸钠厂房

!!>" 过氧化钠"过氧化钾"次氯酸钙厂房

!#=" 各工厂的总控制室"分控制室

!#!" 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 发 电 厂%站’和 电 网 经 营 企 业 的 控 制 室"设

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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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危险等级
举!!例

厂房和露天"半露天生产装置区 库房和露天"半露天堆场

中危险级

!!" 闪 点#A=J的 油 品 和 有 机 溶 剂 的 提 炼"回 收

工段及其抽送泵房

!!" 丙 类 液 体 储 罐 区"桶 装 库

房"堆场

!#" 柴油"机器油或变压器油灌桶间

!#" 化 学"人 造 纤 维 及 其 织 物

和棉"毛"丝"麻 及 其 织 物 的 库

房"堆场

!$" 润滑油再生部位或沥青加工厂房
!$" 纸"竹"木 及 其 制 品 的 库

房"堆场

!%" 植物油加工精炼部位 !%" 火柴"香烟"糖"茶叶库房

!B" 油浸变压器室和高"低压配电室 !B" 中药材库房

!A" 工业用燃油"燃气锅炉房!!
!A" 橡 胶"塑 料 及 其 制 品 的

库房!!

!?" 各种电缆廊道 !?" 粮食"食品库房"堆场

!@" 油淬火处理车间
!@" 电脑"电视机"收录机等电

子产品及家用电器库房

!>" 橡胶制品压延"成型和硫化厂房 !>" 汽车"大型拖拉机停车库

!!=" 木工厂房和竹"藤加工厂房
!!=" 酒 精 度 小 于 A=D的 白 酒

库房!!
!!!" 针织品 厂 房 和 纺 织"印 染"化 纤 生 产 的 干 燥

部位
!!!" 低温冷库

!!#" 服装加工厂房"印染厂成品厂房

!!$" 麻纺厂粗加工厂房"毛涤厂选毛厂房

!!%" 谷物加工厂房

!!B" 卷烟厂的切丝"卷制"包装厂房

!!A" 印刷厂的印刷厂房

!!?" 电视机"收录机装配厂房

!!@" 显像管厂装配工段烧枪间

!!>" 磁带装配厂房

!#=" 泡沫塑料厂的发泡"成型"印片"压花部位

!#!" 饲料加工厂房

!##" 地市级及以下的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轻危险级

!!" 金属冶炼"铸造"铆焊"热轧"锻造"热处理厂房 !!" 钢材库房"堆场

!#" 玻璃原料熔化厂房 !#" 水泥库房"堆场

!$" 陶瓷制品的烘干"烧成厂房 !$" 搪瓷"陶瓷制品库房"堆场

!%" 酚醛泡沫塑料的加工厂房
!%" 难燃烧或非燃烧的建筑装

饰材料库房"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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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危险等级
举!!例

厂房和露天"半露天生产装置区 库房和露天"半露天堆场

轻危险级

!B" 印染厂的漂炼部位 !B" 原木库房"堆场

!A" 化纤厂后加工润湿部位
!A" 丁"戊类液体储罐区"桶装

库房"堆场

!?" 造纸厂或化纤厂的浆粕蒸煮工段

!@" 仪表"器械或车辆装配车间

!>" 不燃液体的泵房和阀门室

!!=" 金属%镁合金除外’冷加工车间

!!!" 氟里昂厂房

附录六!不相容的灭火剂举例

表六!不相容的灭火剂举例

灭火剂类型 不 相 容 的 灭 火 剂

干粉与干粉 磷酸铵盐 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干粉与泡沫 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蛋白泡沫

泡沫与泡沫 蛋白泡沫"氟蛋白泡沫 水成膜泡沫

附录七!非必要配置卤代烷灭火器的场所举例

表七!工业建筑类非必要配置卤代烷灭火器的场所举例

序!号 名!!称

! !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部位,压延成型和硫化厂房

# !橡胶"塑料及其制品库房

$ !植物油加工厂的浸出厂房,植物油加工精炼部位

% !黄磷"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B !樟脑或松香提炼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

A !煤粉厂房和面粉厂房的碾磨部位

? !谷物筒仓工作塔"亚麻厂的除尘器和过滤器室

@ !散装棉花堆场

> !稻草"芦苇"麦秸等堆场

!= !谷物加工厂房

!! !饲料加工厂房

!# !粮食"食品库房及粮食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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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 !高锰酸钾"重铬酸钠厂房

!% !过氧化钠"过氧化钾"次氯酸钙厂房

!B !可燃材料工棚

!A !可燃液体贮罐"桶装库房或堆场

!? !柴油"机器油或变压器油灌桶间

!@ !润滑油再生部位或沥青加工厂房

!> !泡沫塑料厂的发泡"成型"印片"压花部位

#= !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和棉"毛"丝"麻及其织物的库房

#! !酚醛泡沫塑料的加工厂房

## !化纤厂后加工润湿部位,印染厂的漂炼部位

#$ !木工厂房和竹"藤加工厂房

#% !纸张"竹"木及其制品的库房"堆场

#B !造纸厂或化纤厂的浆粕蒸煮工段

#A !玻璃原料熔化厂房

#? !陶瓷制品的烘干"烧成厂房

#@ !金属%镁合金除外’冷加工车间

#> !钢材库房"堆场

$= !水泥库房

$! !搪瓷"陶瓷制品库房

$# !难燃烧或非燃烧的建筑装饰材料库房

$$ !原木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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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械设备安全概述

机械设备是人类进行生产的重要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设备的

功能不断增加"数量不断增多"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然而$机械设备在给

生产带来高效"快捷"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危险与有害因素$对操作人

员造成伤害$对设备财产造成损失(因此$机械安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本节主要 根 据 国 家 标 准 )机 械 安 全.基 本 概 念 与 设 计 通 则*%&’-(

!B?=A.!>>B’与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B=@$.@A’对涉及

机械设备安全的基本内容进行介绍(
一! 机械设备的危害

!一"机械设备存在危险与有害因素

机械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执行其功能的过程中$以及在运输"安

装"调整"维修"拆卸和处理时$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处于哪种状态$都

存在着危险与有害因素$有可能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 %见表%)!’(

表%"!!机械设备存在的危险与有害因素的不同状态

设备状态 存在的危险与有害因素

正常工作状态

!机械设备在完成预定功能 的 正 常 工 作 状 态 下$存 在 着 不 可 避 免 的 但 却 是 执 行

预定功能所必须具备的运动要素$并可能产生危害后果(如零部件的相对运动"
刀具的旋转"机械运转 的 噪 声 和 振 动 等$使 机 械 设 备 在 正 常 工 作 状 态 下 存 在 碰

撞"切割"作业环境恶化等对操作人员安全不利的危险因素

非正常工作状态

!在机械设备运转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意外状态$包括故障状态和维修

保养状态(设备的故障不仅可 能 造 成 局 部 或 整 机 的 停 转$还 可 能 对 操 作 人 员 构

成危险$如运转中的砂轮片破损会导致砂轮飞出造成物体打击事故,电气开关故

障会产生机械设备不能停机的危险(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一般都是在停机状态

下进行$由于检修的需要往往 迫 使 检 修 人 员 采 用 一 些 特 殊 的 做 法$如 攀 高"进 入

狭小或几乎密闭的空间"将安全装置拆除等$使维护和修理过程容易出现正常操

作不存在的危险

非工作状态

!机械设备停止运转处于静止状态时$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

伤害的可能(如由于环境照度 不 足 导 致 人 员 发 生 碰 撞 事 故,室 外 机 械 设 备 由 于

稳定性不够在风力作用下发生垮塌"滑移或倾翻等

!二"危险与有害因素导致的危害

危险因素是指能对人造成突发性伤亡或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害的因素,
有害因素是指能对人的健康或对物造成慢性损害的因素$以下简称 !危害

因素#(由危害因素导致的危害主要包括两大类 %见表%)#’(



第四章!机械设备安全

’"!!!

表%"#!危险与有害因素导致的危害

危害类别 具!体!形!式

机械性危害
!其主要包括挤压"碾压"剪切"切割"碰撞或跌落"缠绕或卷入"戳扎或刺伤"摩擦

或磨损"物体打击"高压流体喷射等

非机械性危害

!主要包括电流"高温"高压"噪声"振动"电磁辐射等产生的危害,因加工"使用各

种危险材料和物质%如燃烧爆炸"毒物"腐蚀品"粉尘及微生物"细菌"病毒等’产生

的危害,还包括因忽略安全人机学原理而产生的危害等

二! 机械设备基本安全要求

机械设备安全是指 机 械 设 备 在 按 照 使 用 说 明 书 规 定 的 预 定 使 用 条 件

下$执行其 功 能 和 在 对 其 运 输"包 装"调 试"运 行"维 修"拆 卸 和 处 理

时$对操作者不发生身体损伤或危害其健康的能力(
机械安全是由组成机械的各部分及整机的安全状态"机械设备操作人

员的安全行为以及机械和人的和谐关系来保证的(解决机械安全问题要用

安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从人的安全需要出发$保证在机械设备整个寿命

周期内$人的身心能够免受外界危害因素的伤害(机械设备安全应考虑其

寿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还应考虑机械的各种状态(
!" 基本原则

%!’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在按

规定条件制造"安装"运输"储存和使用时$不得对人员造成危险(
%#’机械设备的设计$必须履行安全人机工程的原则$以便最大限度

地减轻操作人员的体力和脑力消耗以及精神紧张状况(
%$’机械设备的安全$应通过以下途径予以保证&

! 选择最佳设计方案$并严格按照标准制造"检验(

" 合理地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

# 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

$ 安装"运输"储存"使用和维修的技术文件$应载明安全要求(

% 在使用过程中$机械设备不得排放超过标准规定的有害物质(
%%’机械设备的设计$应进行安全性评价(当安全技术措施与经济利

益发生矛盾时$则 宜 优 先 考 虑 安 全 技 术 上 的 要 求$并 按 直 接 安 全 技 术 措

施"间接安全技术措施"指示性安全技术措施的等级顺序选择安全技术措

施(其中

! 直接安全技术措施(机械设备本身应具有本质安全性能$保证不

会出现任何危险(

" 间接安全技术措施(当直接安全技术措施不能或者不完全能实现

时$必须在机械设备总体设计阶段$设计出一种或多种可靠的安全防护装

置(安全防护装置的设计"制造任务不应留给用户去承担(
%B’在使用过程中$机械设备不得排放超过标准规定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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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机械设备在整个使用期限内均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 安全设计基本要求

决定机械安全 性 能 的 关 键 是 机 械 安 全 设 计$即 在 机 械 设 备 的 设 计 阶

段$从零部件材料到零部件的形状和相对位置$从限制操纵力"运动件的

质量和速度到减少噪声和振动$采用本质安全技术与动力源$应用零部件

之间的强制机械作用原理$结合人机工程学原则等多项措施$通过选用适

当的结构设计$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小危险,也可以通过提高其可靠性"操

作机械化或自动化以及实行在危险区之外的调整"维修等措施$以避免或

减小危险(
所谓 !本质安全#是指机械设备本身固有的"内在的$能够从根本上

防止发生事故的功能$包括失误)安全功能和失效)安全功能两个方面(即

当人操作失误或机械设备发生故障时$也不会发生事故或伤害(所谓 !本

质安全技术#是指利用该技术进行机械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不需要采用其

他安全防护措施$就可以在预定条件下执行机械设备的预定功能时达到本

质安全的要求(
安全设计的基本要求见表%)$(

表%"$!安全设计的基本要求

设 计 项 目 基!本!要!求

材料安全性

!机械设备的材料$在规定使用寿命内$必 须 能 承 受 可 能 出 现 的 各 种 物 理 的"
化学的和生物的作用(对人有危害的材 料 不 宜 用 来 制 造 机 械 设 备$必 须 使 用

时$则需采取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以 保 障 人 员 的 安 全(机 械 设 备 的 零 部 件$
如因材料老化或疲劳可能引起危险时$则应选用耐老化或抗疲劳材料制造$并

应规定更换期限,易被腐 蚀 或 空 蚀 的 零 部 件$应 选 用 耐 腐 蚀 或 耐 空 蚀 材 料 制

造$或采取某种方法加以防护(禁止使用 能 与 工 作 介 质 发 生 反 应 而 造 成 危 险

的材料

形状"表面 !在不影响预定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应尽量避免设计成会

引起损伤的利棱"锐角"粗糙"凹凸不平的表面和较突出的部分

适应性 !依据使用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辐射"冲击"振动"腐蚀性介质等’的要求$机

械设备必须具备适应该环境的足够能力$特别是防腐蚀"耐磨损和抗疲劳的能力

强度"稳定性

!机械设备的各种零部件在规定使用寿命内按规定使用时$不得产生断裂和破

碎,不得在振动"风载或其他 预 期 的 外 载 荷 作 用 下 倾 翻$或 产 生 不 应 有 的 位 移,
设备若通过形体设计和自身 的 质 量 分 布$不 能 或 不 完 全 能 满 足 稳 定 性 要 求 时$
则必须采取安全技术措施$以保证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安全距离

!在规定安全距离时$必须考 虑 使 用 机 械 设 备 时 可 能 出 现 的 各 种 状 态"有 关 人

体的测量数据"技术和应用等因素(对安全距离的要求包括两方面&

!!" 设备组成部分的有形障碍物与危险区的最小距离$以限制人体或人体的某

部位的运动范围

!#" 避免受挤压或剪切危险的安全距离(可以通过增大运动件间最小距离$使

人体可以安全地进入或通过$也 可 以 减 小 运 动 件 间 的 最 小 距 离$使 人 的 身 体 部

位不能进入$从而避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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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 计 项 目 基!本!要!求

操纵装置

!设计"选择和布置操纵器$应 与 人 体 操 作 部 分 的 特 性$以 及 控 制 任 务 相 适 应$
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操纵器一般应有连锁装置

!#" 对可能出现误动作的操纵器$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 各种操纵器的功能应明确可辨$避免混淆

!%" 操纵力与操纵器的行程$应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和控制任务以及操纵器的类

别加以选择$并应符合各类机械设备专用标准的相应规定

!B" 操纵器应尽可能与相应的信号装置设在相邻位置或形成对应的空间关系

!A" 操纵器的形状"尺寸"间隔和表面 特 征$应 满 足 安 全 可 靠"操 纵 舒 适 和 便 于

操作的要求

!?" 操纵器的数量较多时$其安装和布置应能保证正常的动作次序或在设备上

给出明显指示正确动作次序的示意图

信号"显示装置

!信号"显示器的设计"选择和布置应适应人的感觉特性$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 信号和显示器的性能"形式和数量$应适应信息的特性$信号和显示器应在

安全"清晰"迅速的原则下$根据工艺流程"重要程度和使用频率$布置在人员易

看到和易听到的范围内

!#" 信号和显示器与操作人员的距离"角度和对比度要适宜$以保证清晰易辨"
准确无误

!$" 机械设备上易发生故障或危险性较大的地方$必须配置声的"光的或声"光

组合的报警装置

!%" 事故信号$宜能显示出故障的位置

!B" 危险信号$应与其他信号有明显区别

工作位置

!机械设备上供操作人员作 业 的 工 作 位 置$应 安 全 可 靠$其 空 间 距 离 应 保 证 操

作人员的头"臂"手"腿"足有充 分 的 活 动 余 地(危 险 作 业 点 应 留 有 足 够 的 退 避

空间(操作位置高度在离地面#=C 以上 时$宜 配 置 安 全 可 靠 的 载 人 升 降 设 备,
在$=C 以上时$必须配置安全可靠的载人升降设备

照明

!!" 机械设备必须保证操作点和操作区域有充足的照度$但要消除各种频闪效

应和眩光现象(照明设计按照)建筑 照 明 设 计 规 范*%&’B==$%.#==%’等 有 关

标准执行

!#" 机械设备内部需要经常进行观察的部位$应备有照明装置或电源

润滑

!!" 机械设备上的相对运动部位$应具 有 良 好 的 润 滑 条 件$并 尽 可 能 采 用 集 中

或自动润滑方式

!#" 重型机械和重型设备$应采用强迫 润 滑 方 式 并 设 有 连 锁 装 置$以 保 证 只 有

在润滑油泵动作并达到一 定 油 压 后$才 能 启 动 设 备(必 要 时$应 在 关 键 润 滑 部

位配置监测和保护装置

吊装和搬运

!!" 重量较大的机械设备或零部件$应 便 于 吊 装(必 要 时$应 设 有 起 吊 孔 或 吊

环等(设计吊装位置$必须能避免在吊装时发生倾覆

!#" 整机运输或分部运输的零部件$应符合运输和装载的有关要求

!$" 质量超过!<的零部件和组装运输件$宜在适当部位标出质量(其数字 必

须清晰$并标明是哪一部分的质量

检查"维修

!机械设备的设计$必须考虑 检 查 和 维 修 的 方 便 性$可 将 一 些 易 损 而 需 要 经 常

更换的零部件设计得便于拆 装 和 更 换$必 要 时 应 随 设 备 供 应 专 用 检 查"维 修 工

具或装置(需要进行检查和 维 修 的 部 位$必 须 处 于 安 全 状 态,需 进 入 内 部 检 修

的机械设备$应有安全技术措施,对运动设备$必须有连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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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是通过采用安全装置"防护装置或其他手段$对一些机械危

险进行预防的安全技术措施$其目的是防止机械在运行时产生的各种对人

员的接触伤害(安全防护的重点是机械设备的传动部分"操作区"高空作

业区"移动机械的移动区域以及某些机械设备由于特殊危险形式需要采取

的特殊防护等(无论采取何种措施进行防护$都应对所需防护的机械设备

进行风险评价以避免带来新的风险(
安全防护常常采用防护装置"安全装置及其他安全措施(防护装置是

指通过物体障碍方式将人与危险部位隔离的装置$根据其结构$防护装置

可以是壳"罩"屏"门"封闭式防护装置等,安全装置是指用于消除或减

小机械伤害风险的单一装置或与防护装置联用的装置(
!一"防护装置安全技术要求

防护装置在人与危险之间构成安全保护屏障$在减轻操作者精神压力

的同时$也使操作者形成心理依赖(一旦安全防护装置失效$会增加损伤

或危害的风险(因此$安全防护装置必须满足与其保护功能相适应的安全

技术要求,同时$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得影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而且

使用方便$否则就可能出现为了追求达到设备的最大效用而导致避开安全

措施的行为(
!" 固定防护装置和活动防护装置

防护装置 按 使 用 方 式 分 为 固 定 式 和 活 动 式 两 种(其 安 全 技 术 要 求

如下(
%!’对固定防护装置的要求!固定防护装置应该用永久固定方式 %如

焊接等’或借助紧固件 %螺钉"螺栓"螺母等’固定方式$将其固定在所

需的地方$若不用工具就不能使其移动或打开(
%#’对活动防护装置的要求!活动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的活动体打开

时$尽可能与防护的机械保持相对固定 %可通过铰链或导轨连接’$防止

挪开的防护装置或活动体丢失或难以复原,活动防护装置打开时或出现丧

失安全功能故障时$设 备 的 活 动 部 件 应 不 能 运 转 或 运 转 中 的 部 件 应 停 止

运动(
#" 机械设备防护罩安全要求

国家标准 )机械设备防护罩安全要求*%&’@!>A.!>@?’规定如下(
%!’防护罩结构和布局 应 设 置 合 理$使 人 体 不 能 直 接 进 入 危 险 区 域

%即人体进入后$可能引起致伤危险的空间区域’(
%#’防护罩应有足够强度"刚度$一般应采用金属材料制造(
%$’防护罩应尽量采用封闭结构$当现场需要采用网状结构时$其安

全距离 %即防护罩外缘与危险区域之间的距离’和网眼的开口宽度应符合

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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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应采用固定式防护罩$经常进行调节和维护的运动

部件$应优先采用连锁式防护罩$条件不允许时$可采用开启式或可调式

防护罩(
%B’防护罩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和尖锐棱角$不应成为新的危险源(
%A’防护罩不应影响视线和正常操作$应便于设备的检查和维修(
%?’当防护罩需要涂漆时$应按照有关标准执行(
!二"常见安全装置的技术要求

安全装置通过自身的结构功能限制或防止 机 械 设 备 的 某 种 危 险 或 限

制运动速度"压力等危险因素(安全装置必须与控制 系 统 一 起 操 作 并 与

其相联系$使不会轻易损坏(对常见几种安全装置的技术要求见表%)%(

表%"%!安全装置的技术要求

安全装置的类型 技!术!要!求

连锁装置

!能够防止设备零 部 件 在 特 定 条 件 下%一 般 只 要 防 护 装 置 不 关 闭’运

转$保证防护装置关闭前$被其!抑 制#的 危 险 机 器 功 能 不 能 执 行,或 者

在危险机器功能在执行时$如果防护装置被打开$就给出停机指令

控制装置

!能与启动操纵器一起使 用 并 且 只 有 在 连 续 动 作 时 才 能 使 设 备 工 作(
手动控制器应根据有关人类 工 效 学 原 则 进 行 设 计 和 配 置$一 般 配 置 于

危险区外$并尽可能配置在操作它们时可以看见被控制的部分

止)动操作装置
!其作用是只有当手动操纵器动作时$机器才能启动并保持连续运转,
放开时$该手动操纵器能自动回复到停止位置

双手操纵装置

!至少需要两个手动操纵器同时动作才能启动并保持设备或其元件运

转(在选用这种安全装置时 应 注 意$它 只 能 对 人 操 作 操 纵 装 置 起 防 护

作用$对危险区附近的其他危险不能防护

自动停机装置

!当人或其身体的某一部分 超 越 安 全 限 度 时$使 设 备 或 其 零 部 件 停 止

运转%或保证别的安全状态’(自动停机装置有机械驱动的和非机械驱

动的两种

机械抑制装置
!一种机械障碍%如楔"支柱"撑杆"止转棒等’装置$可通过自身的强度

支撑在机构中$以防止某种危险运动的发生

有限运动控制装置

!亦称行程限制装置$控 制 机 器 零 部 件 在 规 定 的 行 程 内 动 作(在 这 种

控制装置有下一个分离动作前$机器零部件不能再进一步运动$以使风

险尽可能减小至最小

四! 事故及职业危害预防

为了有效预防事故与职业危害$机械设备必须达到标准规定的安全要

求$参见表%)B(
五! 其他安全要求

!" 标志

%!’每台 机 械 设 备 都 必 须 有 标 牌(注 明 制 造 厂"制 造 日 期"产 品 型

号"出厂号"安全使用的主要参数等内容(
%#’设计机械设备时$应使用安全色(机械设备易发生危险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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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安全标志(安全色和安全标志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定要求(
标牌"安全色"安全标志$应保持颜色鲜明"清晰"持久(
#" 说明

机械设备必须使用说明书等设计文件(说明书内容包括安装"搬运"
储存"使用"维修和安全卫生等有关规定(

表%"&!预防事故与职业危害的规定要求

预防项目 安!全!要!求

! 可 动 零 部 件

伤害

!!" 人员易触及的可动零部件$应尽可能封闭$以避免在运转时与其接触

!#" 设备运行时$操作者需要接近的可动 零 部 件$必 须 配 置 符 合 规 定 要 求 的 安 全

防护装置

!$" 为防止运行中的机械设备或零部件超过极限位置$应配置可靠的限位装置

!%" 若可动零部件%含其载 荷’所 具 有 的 动 能 或 势 能 可 引 起 危 险 时$必 须 配 置 限

速"防坠落或防逆转装置

!B" 以人员操作位置所在平面为基准$凡高度在#C 之内的所有传送带"转轴"传

动链"联轴节"带轮"齿轮"飞轮"链轮"电锯等危险零部件及危险部位$都必须配置

符合规定要求的防护装置

!飞出物伤害

!!" 高速旋转的零部件$必 须 配 置 具 有 足 够 强 度"刚 度 与 合 适 形 状"尺 寸 的 防 护

罩(必要时$应规定此类零部件检查和更换期限

!#" 机械设备运行过程中%或突然停电时’$若存在工具"工件"连接件%含紧固件’
或切屑等飞甩危险$应在设计 中 采 取 防 松 脱 措 施"配 置 防 护 罩 或 防 护 网 等 安 全 防

护装置

!过冷和过热
!人员可触及的机械设备的过冷或过热部件$必须配置固定式防接触屏蔽(在不

影响操作和设备功能的情况 下$加 工 灼 热 件 的 机 械 设 备$也 必 须 配 置 固 定 式 防 接

触屏蔽

!防火与防爆

!!" 生产"使用"储存或运输中存在可燃 气 体"蒸 气"粉 尘 或 其 他 易 燃 易 爆 物 质 的

机械设备$应根据不同情况 采 取 相 应 的 预 防 措 施&密 闭 并 严 禁 跑"冒"滴"漏,配 置

监测报警"防爆泄压装 置 及 消 防 设 施,采 取 措 施 消 除 各 种 点 火 源%如 避 免 摩 擦 撞

击"电火花"明火’
!#" 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安全设计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 设计锅炉与压力容器"各类燃烧设备 都 必 须 符 合 相 关 规 程"标 准 规 定 的 安 全

要求

! 防 滑 与 防 高

处坠落

!!" 设计工作位置$必须充分考虑人员脚踏和站立的安全性

!#" 若操作人员经常变换工作位置$必须在机械设备上配置安全走板

!$" 若操作人员的工作位置在坠落基准面#C 以上时$必须在机械设备上配置符

合标准规定要求的供站立的平台和防坠落的栏杆"安全圈及防护板等

!%" 走板"梯子"平台均应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

!B" 机械设备应防止泄漏(对于可能产生泄漏的机械设备$应有适宜的收集或排

放装置(必要时$应设有特殊地板

!液压与气压 !使用液压或气压的机械设 备$应 能 避 免 排 出 带 压 液 体 或 压 缩 空 气 造 成 的 危 险(
配备安全"可靠的隔离能源装置

! 控 制 和 调 节

装置

!!" 控制装置$必须保证当能源发生异常%偶 然 或 人 为 地 切 断 或 变 化’时$也 不 会

造成危险(必要时$控制装置应能自动切换到备用能源和备用设备系统

!#" 自动或半自动的开关和控制程序$必须按照功能顺序保证排除危险的交叉和

重叠$并应有必要的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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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预防项目 安!全!要!求

! 控 制 和 调 节

装置

!$" 对复杂的机械设备和重要的安全系统$应配置自动监控装置

!%" 机械设备的控制装置$应安装在使操 作 者 能 看 到 整 个 设 备 动 作 的 位 置 上$对

于某些开车时在控制台无法看到全貌的机械设备$应配置开车预警信号装置

!B" 控制线路$应保证即使线路发生故障或损坏时也不致造成危害

!A" 机械设备配置的作为安全技术措施 的 离 合 器"制 动 装 置 或 连 锁 装 置$必 须 起

强制性作用

!?" 调节部分$应采用自动连锁装置$以防止误操作与自动调节"自动操纵等的误

通"误断

!紧急事故开关

!!" 存在下列情况的机械设备$必须配置紧急事故开关&
%!’发生事故时$不能迅速使用停车开关终止危险的运行

%#’不能通过一个总开关$迅速中断若干个可能造成危险的运动单元

%$’由于切断某个单元可能出现其他危险

%%’在控制台无法看到所控制的全部

!#" 紧急事故开关必须有足够的数量$其形式有别于一般开关$颜色为红色

!$" 紧急事故开关$应在所有控制点和给料点都能迅速而无危险地触及到

!%" 机械设备由紧急事故开关停车后$其 动 能 或 势 能 可 能 引 起 危 险 时$必 须 配 置

与之联动的减缓运行和防逆转装置(必要时$必须迅速制动

!B" 机械设备由紧急事故开关停车后$只有当事故排除后$方可再运行

!预防意外启动

!!" 操作者进行调整"检查"维修作业$当人员需要进入或人体局部%手或臂’需要

伸进机械设备的危险区域时$必须防止意外启动(为此$应采取下列措施&
%!’在对危险 区 域 进 行 机 械 保 护 的 同 时$还 应 强 制 切 断 机 械 设 备 的 控 制 和

能源!
%#’应设计能多重锁闭的总开关

%$’控制或连锁元件应直接位于危险区域$并只能由此处开车或停车

%%’使用可拔出的开关钥匙

%B’机械设备上具有多种 操 纵 和 运 转 方 式 的 选 择 器$应 可 锁 闭 在 按 照 预 定 的

操作方式所选择的位置上$选择器的每个位置$仅能与一个操作方式相对应

!#" 机械设备因意外启动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时$必须配置起强制作用的安全防护

装置%必要时$需要配置两种或更多种互为连锁的安全装置’$以防止意外启动

!$" 当能源偶然切断后又重新接通时$机械设备必须能够避免危险运转

!噪声和振动

!各类机械设备$都必须在产 品 标 准 中 规 定 噪 声%必 要 时 加 振 动’的 允 许 指 标$并

在设计中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使产品实际产生的噪声和振动数值符合标准规定

的要求

!防 尘"防 毒 和

防放%辐’射

!!" 凡工艺过程中产生粉尘"有害气体或 有 害 蒸 气 的 机 械 设 备$应 尽 可 能 采 用 自

动加料"自动卸料装置$并必须 配 置 吸 入"净 化 及 排 放 装 置$以 保 证 工 作 场 所 和 排

放的有害物质浓度符合有关职业卫生标准规定的要求

!#" 凡可能产生放%辐’射的机械设备$必须采取有效的屏蔽"吸收措施$并应尽可

能使用远距离操作或自动化作业$以保证工作场所放%辐’射强度符合有关职业卫

生标准规定的要求

!$" 设计上述各类设备时$应符合有关规程"标准规定要求

!%" 必要时$上述工作场所应有监测"报警和连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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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通用机械加工设备的安全要求

通用机械加工设备是各行业机械加工的基础设备$主要有金属切削机

床"锻压机械"冲剪压机械"起重机械"铸造机械"木工机械等(
一! 机械加工设备的一般安全要求

国家标准 )机械加工设备的一般安全要求*%&’!##AA.!>>=’的规

定见表%)A(

表%"’!机械加工设备的一般安全要求

项!目 安!全!要!求

结构

材料 !机械加工设备本身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不允许使用对人体有害

的材料和未经安全卫生检验的材料

外形 !机械加工设备的外形结构应尽量平整光滑$避免尖锐的棱和角

运动部件

!凡易造成伤害事故的运动部件均应封闭或屏蔽$或采取其他避免操作人员接

触的防护措施,为避免挤压伤 害$直 线 运 动 部 件 之 间 或 直 线 运 动 部 件 与 静 止 部

件之间的距离必须符合有关规定,高速旋转的运动部件应进行必要的静平衡或

动平衡试验,有惯性冲撞的运 动 部 件 必 须 采 取 可 靠 的 缓 冲 措 施$防 止 因 惯 性 而

造成伤害事故

工作位置
!机械加工设备的工作位置 应 安 全 可 靠$并 保 证 操 作 人 员 有 足 够 的 活 动 空 间,
设备工作面的高度应符合人 机 工 程 学 的 要 求,平 台 和 通 道 必 须 防 滑$必 要 时 设

置踏板和栏杆

控制机构

!!" 机械加工设备应设有防止意外启动而造成危险的保护装置$对危险性较大

的设备$尽可能配置监控装置

!#" 显示器应准确"简单"可靠$其性能"形式"数量和大小应适合信息特征和人

的感知特性

!$" 危险信号的显示应在信号强度"形式"确切性"对比性等方面突出于其他信

号$一般应优先采用视"听双重显示器

!%" 控制器的布置应适合人体的生理特征$控制器的操纵力大小应适合人体生

物力学要求$控制器的形状"颜色"形象符号应易于操作人员识别

防护装置

!!" 安全防护装置应结构简单"布局合理$不得有锐利的边缘和突缘

!#" 安全防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可靠 性$在 规 定 的 寿 命 期 限 内 有 足 够 的 强 度"
刚度"稳定性"耐腐蚀性"抗疲劳性$以确保安全

!$"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设备运转连锁$保 证 安 全 防 护 装 置 未 起 作 用 之 前$设 备

不能运转

!%" 紧急停车开关应保证瞬时动作时$能 终 止 设 备 的 一 切 运 动$其 布 置 的 位 置

应保证操作人员易于触及$不发生危险

检验维修

!!" 机械加工设备的加油和日常检查一般不得进入危险区内

!#" 若需要在危险区内进行检验和维 修 时$必 须 采 取 可 靠 的 防 护 措 施$防 止 发

生危险

!$" 机械加工设备需要进入检修的部位应有适合人体测量尺寸要求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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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属切削机床的安全要求

!一"金属切削机床概述

金属切削机床 %简称 !机床#’是用切削的方法将金属毛坯加工成一

定的几何形状"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的机器零件的机器(在机床上装卡被

加工工件和切削刀具$带动工件和刀具进行相对运动,在相对运动中$刀

具从工件表面切去多余的金属层$使工件成为符合预定技术要求的机器零

件(按加工性质和所用刀具分类$目前$国家标准 )金属切削机床型号编

制方法*%&’!B$?B.!>>%’将机床分为!!大类$见表%)?(

表%"(!机床分类及代号

类别 车床 钻床 镗床
磨!!床

磨 二磨 三磨

齿轮加

工机床

螺纹加

工机床
铣床 刨插床 拉床 锯床

其他

机床

代号 * / ( 3 #3 $3 5 4 ^ ’ - & 2

!二"金属切削的主要危险因素

金属切削加工是用刀具从金属材料上切除多余的金属层$其过程实际

就是切屑形成的 过 程(切 屑 可 能 对 操 作 人 员 造 成 伤 害$或 对 工 件 造 成 损

坏$如崩碎的切屑可能崩溅伤人,带状切屑会连绵不断地缠绕在工件上$
损坏已加工的表面(

金属切削主要的危险源有&机械传动部件外露时$无可靠有效的防护

装置,机床执行部件$如装夹工具"夹具或卡具脱落"松动,机床本体的

旋转部件 有 突 出 的 销"楔"键,加 工 超 长 工 件 时 伸 出 机 床 尾 端 的 部 分,
工"卡"刀具放置不当,机床的电气部件设置不规范或出现故障等(

!三"机床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金属切削机床安全防护通用技术条件* %&’!B?A=.!>>B’规定了

金属切削机床安全防护的基本要求$表%)@对其进行了择要介绍(

表%")!机床安全防护要求

项 目 技!术!要!求

!机床结构

!!" 机床外形应确保稳定性$不应存在意外翻倒"跌落或移动的危险,可接触的外露

部分不应有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的尖棱"尖角等

!#" 运动部件有可能造成危险的运动部件和传动装置一般应予封闭$封闭有困难时

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或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运动部件之间或运动部件与静止部件

之间若存在导致夹伤或挤伤 的 危 险$应 采 取 防 护 措 施,有 惯 性 冲 击 的 机 动 往 复 运 动

部件一般应设置可靠的限位 装 置$必 要 时 可 采 取 可 靠 的 缓 冲 措 施,可 能 因 超 负 荷 发

生损坏的运动部件一般应设置超负荷保险装置,运动中有可能松脱的零部件应设有

防松装置,运动部件不允许同时动作时$其控制机构应互锁

!$" 夹持装置应确保不会使工件"刀具坠落或被甩出,在紧急停止或动力系统发生故障

时$机动夹持装置和电磁吸盘仍应保持对刀具"工件的夹紧力和吸附力$否则应设置可靠

的安全防护装置,采用气动夹持装置时$应避免其废气将切屑和灰尘吹向操作者

!%" 保持机床部件及其有关配重的静平衡和动平衡$防止倾翻或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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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技!术!要!求

! 安 全 防 护

装置

!安全防护装置应性能可靠,本身不应引起附加的危险$不应限制机床的功能$也不

应过多地限制机床的操作"调整和维护,安全防护装置应牢固可靠地固定$与机床危

险部位间的安全防护距离应 符 合 有 关 规 定,防 护 罩"屏"栏 等 应 完 备"可 靠$其 材 料"
机构等都应符合标准规定

!安全标志

!必 要 时 在 机 床 的 危 险 部 位 设 置 安 全 标 志 或 涂 上 安 全 色$在 遮 蔽 危 险 部 位 的 防

护 罩 内 表 面$或 在 危 险 零 件 的 四 周 表 面"或 直 接 在 危 险 零 件 上 涂 上 安 全 色$以 提

醒 操 作"调 整 和 维 护 人 员 注 意 危 险 的 存 在,使 用 安 全 标 志 和 安 全 色 均 应 符 合 标 准

规 定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应确保其功能可 靠$符 合 标 准 规 定,应 能 经 受 预 期 的 工 作 负 荷 和 外 来 影

响,控制器件的位置应确保操 作 时 不 会 引 起 误 操 作 和 附 加 的 危 险,在 工 作 位 置 不 能

观察到全部工作区的机床$一 般 应 设 置 声 学 的 或 光 学 的 启 动 警 告 信 号 装 置$以 便 工

作区内人员及时撤离或迅速 阻 止 启 动,有 一 个 以 上 工 作 或 操 作 位 置 的 机 床$应 设 置

控制的互锁装置,数控机床应为每种控制功能设置选择开关,在每个!启动#控制器

件附近都应设置一个!停止#控制器件$在每个工作或操作位置一般都应设置一个紧

急停止控制器件,不能在地面 上 操 作 的 机 床$应 设 置 符 合 标 准 规 定 的 通 向 固 定 控 制

台的钢梯和工作平台,控制器件应清晰可辨$易于区别$必要时应设置表示其功能或

用途的标志(此外各种控制器件的设计均应符合人机工程原则

!动力系统 !电气系统"液压系统"气动系统均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的安全要求

!润 滑"冷 却

系统和切削

!润滑"冷却系统应符合有关 标 准 规 定 的 安 全 要 求,机 床 应 尽 可 能 容 纳 和 有 效 回 收

冷却液$固定冷却液喷嘴的装置$应能方便"安全"可靠地固定在所需位置上,在切削

飞溅部位应设置防护装置

! 有 关 职 业

危 害 因 素 的

防护

!工作时产生的有害气体"粉尘"或大量油雾$应设置有效的排气"除尘或吸雾装置,
机床的噪声声压级不应超过@BZ’%1’,一 般 应 提 供 确 保 紧 急 安 全 工 作 所 需 的"符 合

标准的局部照明装置

!储运 !机床包装应符合标准规定的安全要求

!四"金属切削车间安全要求

金属切削车间安全要求见表%)>(

表%"*!金属切削车间安全要求

项!目 安!全!要!求

采光 !室内照明应满足)建筑照明设计标准*%&’B==$%.#==%’的要求

平面布置
!机床布置合理$各机床间的距离$除应考虑放置毛坯"工件和有关工位器具及维修

需要等外$还必须保证操作人员有足够的操作活动空间

通道 !宽度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各种标记清晰"醒目,路面平整"无台阶"坑"沟及障碍物等

物料堆放
!应划分毛坯区"成品及半成品区"工位器具区"废物垃圾区等,坯料"产品应限量存

放,工料"坯料"物料"产成品实行定置管理$堆放不得超高

通风及地面 !加工车间必须通风良好$地面应平整"防滑"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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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冲压机械安全要求

!一"压力加工概述

压力加工是利用压力机和模具使金属及其他材料在局部和整体上产生

永久变形$是一种少切削或无切削的加工工艺(压力加工的方式很多$有

弯曲"膨胀"拉伸等方式的成形加工$有挤压"穿孔"锻造等方式的体积

成形加工$还有冲裁等分离加工以及锻接和压接组合加工等(
机械压力机的种类很多$根据传动方式不同$机械压力机可分为机械

传动压力机"液压传动压力机"电磁压力机和气力压力机,根据产生压力

的方法不同$机械压力机可分为摩擦压力机和曲柄压力机(压力机由工作

机构"传动系统"操纵系统"能源系统"支撑系统及多种辅助系统组成(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曲柄压力机(它是一种将旋转运动转变为直线往

复运动的机器$其工作原理是&电动机通过皮带轮及齿轮驱动曲轴转动$
曲轴的轴心线与其上的曲柄轴心线偏移一个偏心距$从而便可通过连杆带

动滑块做上下往复运动(
!二"压力加工的危害因素

!" 机械伤害

冲压伤害事故有可能发生在冲压设备的各个危险部位$但以发生在模

具行程间为绝大多数$且伤害部位主要是作业者的手部$即当作业者的手

处于模具行程之间时滑块下落$造成冲手事故(冲压事故常发生于送料过

程中$或发生在校正定位不当的加工工件时$以及清除模具废料"残渣的

操作中(多人操作不协调也是造成伤害事故的常见原因(目前我国众多小

型企业中冲床导致操作人员伤手事故较多(
#" 噪声危害

主要是机械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如各传动零部件摩擦"冲击"振

动时产生的噪声$离合器结合时的撞击声$工件被冲压时产生的声响$工

件及边角余料撞击地面或料箱时发出的声响等(操作人员处在振动"噪声

的环境中$很容易发生各种安全事故$尤其是人身伤害事故(
!三"压力机的安全防护装置

为防止压力加工过程中发生机械伤害事故$每台压力机一般都应配置

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安全保护装置$因工艺操作需要可配置专用的送料装置

或专用的安全保护装置(
!" 安全保护装置的选配

一般应首先选用双手操作式安全装置$根据需要再加选光线式安全保

护装置,栅栏式"推手式"牵手式安全保护装置可按需要配置$其动作应

灵活"可靠"无过重的撞击(
#" 安全保护装置的技术要求

压力机配置的安全保护装置必须保证&当滑块向下运行时$操作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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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进入或停留于工作危险区界限之内$或者操作者身

体任何部位进入工作危险区界限以内时$滑块立即被制动(
$" 栅栏式安全保护装置的要求

固定栅栏式保 护 装 置 的 栅 栏 固 定 在 机 床 上$在 滑 块 运 行 的 全 行 程 期

间$栅栏都不打开$将人体隔离在危险之外(它不仅安装在作业区前面$
而且作业区两侧及背面也应安装上$全方位地防止人体进入危险区(活动

栅栏式保护装置在滑 块 运 行 的 下 行 程 期 间 保 护 操 作 者$在 滑 块 的 回 程 期

间$栅栏打开$可进行出料和下一次的冲压准备工作(
%" 双手操作式安全保护装置的要求

双手操作式安全保护装置的保护原理$是将滑块的下行程运动与对双

手动作的限制联系起来$即强制操作者必须用双手同时按压按钮$滑块才

能向下运动$从而避免双手进入危险区而受伤(在滑块下行过程中$松开

任一按钮$滑块应立即停止运行(对需多人协同配合操作的压力机$应为

每位操作者都配置双手操作按钮$并且只有全部操作者协同操作时$滑块

才能启动运行(在滑块运行期间中断控制又需要恢复时$必须双手松开按

钮$然后再次双手按压后才能恢复运行(为防止按钮被意外触动引起压力

机误动作$按钮应装在开关箱内$不得突出于箱表面(
B" 光线式安全保护装置的要求

光线式安全保护装置一般是在压力机上设置投光器和受光器$形成光

幕$将危险区包围(当人体某部位进入危险区时$使光线受阻$电光信号

转化为电信号放大$电路被切断$滑块停止运动或不能启动$有效保障了

安全(此种保护装置应具有自检功能和自保功能$要使它不受装置投射光

线以外的光源的干扰影响(
A" 安全监控系统的要求

压力机的安全监控系统应对其运行状况"安全情况进行监督$对不正

常情况给以声"光信号显示"警示$直到断开连锁电路$并使滑块被制动

或停机$必要时$还应对停止状况进行监督"控制和信号显示(
四! 木工机械安全要求
!一"木工机械的危险特点

木工加工原理与金属加工基本相似$但由于加工对象木材的天然生长

特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木工机械刀具运动的高速度$加之目前我国木材加

工机械自动化的低水平$使木材加工及产生的危害有不同于其他加工形式

的明显特点(由木工机械引起的伤害$见表%)!=(
!二"木工机械安全要求

%!’机床上必须备有能与动力源断 开 的 技 术 措 施 和 泄 放 残 余 能 量 的

措施(切断机床 能 量 的 装 置 应 能 清 楚 地 识 别$并 能 在 断 开 位 置 上 将 其

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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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木工机械常见伤害

伤 害 类 型 原!!因

机械伤害

!接触刀 具 引 起 的

切割伤害

!由于木工机械多采用手 工 送 料$当 用 手 推 压 木 料 送 进 时$往 往 遇

到节疤"弯曲或其他缺陷$而使手与刀刃接触$造成伤害甚至割断 手

指

! 木 料 反 弹 冲 击

伤人!!

!锯切木料时$由于剖锯 后 的 新 木 料 块 重 心 位 置 改 变$使 木 料 向 重

心稳定的方向运动,由于木料含水率高$或木纹"节疤等缺陷而引 起

夹锯现象,在刀具水平分力作用下$木料向侧面弹开,原来弯曲的 木

料虽经加压处理变直$但在加工过程中又发生弹性复原等(这些 都

可能导致木料反弹冲击伤人

! 刀 具 损 坏 崩 甩

伤人!!

!当刀具自身存在缺陷%如 有 裂 纹"强 度 不 够 等’$或 者 刀 具 安 装 不

正确$使锯条张力过紧或刨刀刀刃过高"刀具坚固不牢时$可能引 起

刀具损坏崩出伤人(在对废旧木料重新加工时$其上的钉子等杂 物

也可能导致刀具损坏

!其他机械伤害
!由于碰触运动零部件$造 成 割 伤 或 卷 入 伤 害,机 器 上 突 出 部 位 刮

碰引起伤害等

化学"生物伤害
!一些木材进行了防腐化学处理$加工时防腐剂可引起接触性皮炎,
木材中的真菌和有些树种含有的刺激作用物可引起反应性疾病

木粉尘伤害
!木料加工产生大量的粉尘$小颗粒木尘沉积在鼻腔或肺部$可导致鼻

黏膜功能下降甚至导致木尘肺尘埃沉着病%俗称尘肺$以下简称尘肺’

噪声和振动伤害 !木工机械切削过程中噪声大"振动大$使作业环境恶化

%#’机床上的控制装置必须能安全可靠地工作$不存在危险情况$并

能承受预料的工作应力和外来影响(
%$’手动操纵器应使用方便$不会夹手$操作时不应使手与其他零部

件相碰(操纵手柄位置高于#C 的机床$应设置操作台"脚踏板等(
%%’不允许同时动作的运动部件$其操纵机构应连锁(在特殊情况下

不能连锁时$则应在靠近操纵机构的部位固定有说明标牌(
%B’自动化机床和程序控制机床$必须装有辅助的手动操纵件(
%A’机床应装有使其所有传动正常停止的停止操纵装置$正常停止的

顺序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应采取保证这种顺序的措施(机床或其危险

零件被停止后$传动的能量供应必须切断(
%?’在机床的每一操作位置上应装有一个使机床相应的危险运动部件

停止的停止操纵装置(
%@’如果一台机床上有多套操纵装置$例如一套在隔声罩内$另一套

在隔声罩外$则应保证其中一套操纵装置起作用时$另一套不起作用(
!三"机械危险的防护措施

%!’带连接件和紧固件的刀具和刀具主轴$必须用与其使用情况相适

应的材料制造$即必须能承受最高许用转速的应力"切削应力和制动过程

的应力(刀具"刀夹和刀体及其在机床上的固定应确保当启动"运转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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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不会松动(在安装"调整刀具时$可能引起转动而造成伤害的刀具主

轴$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其进行防护(
%#’若刀具主轴停机后的惯性运动存在人与刀具接触的危险$则机床

上应装有一个自动制动器$使刀具主轴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停止运动(
%$’在存在工件抛射风险的机床上$必须设有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

例如&在压刨床上 和 多 锯 片 圆 锯 机 上 采 用 止 逆 器,在 圆 锯 机 上 采 用 分 料

刀,在单轴铣床上采用横向进给挡块进行开槽加工(这些安全装置必须保

证能防护机床整个工件通道$能承受撞到其上的力(
%%’对于手推工件进给的机床$工件的加工必须通过工作台"导向板

来支撑和把持(工作台必须能保证工件的安全给进$导向板应能保证工件

给进中的正确位置(为了避免工件导向的中断$工作台和导向板必须有一

光滑的表面$且缺陷和凹坑尽量少(用手推动的移动工作台还必须采取防

止脱落的措施(
%B’手动进给机床上必须安装防止手与刀具接触的安全防护装置$比

较合适的安全防护装置为&可调式防护装置"自调式防护装置"自动停机

装置(刀具的非切削区$若操作者不进入$应用固定式防护装置来保证安

全(若活动式连锁防护装置不能阻碍进入运动刀具的危险$则必须采用带

防护锁的连锁活动式防护装置(应注意$自调式防护装置必须保证工件加

工之前和加工之后均能自动封闭危险区,活动式连锁防护装置的打开$不

作为机床停机的适合方法(
%A’机械进给机床必须保证刀具和给进辊"输送链"滑板等进给机构

的安全$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几种组合的安全防护装置&固定式防护装置"
活动式防护装置"可调式或自动式防护装置"自动停机装置"全封闭的防

护或栅栏式防护装置(在使用全封闭的或栅栏式防护装置$且操作者必须

到封闭罩或栅栏中去的场合$必须规定附加的安全措施$如采用带连锁装

置的封闭罩(
%?’机械进给机床的刀具和工件进给装置必须设置限位开关"固定撞

块"离合器等限位装置$必要时应设置缓冲装置(
%@’传动装置 %如带和带轮"链和链轮"变速齿轮等’若不是装在机

体内 %由机床外壳来防护’$则应采用固定式防护装置来防护,若操作者

需把手伸入这范围$则应用活动式防护装置来防护(经常开启的遮盖运动

部件的 门$打 开 时 若 有 一 定 的 危 险 应 将 门 内 涂 成 黄 色$门 外 设 置 警 告

标志(
%>’在适合的场合与有助于安全的场合$必须采用自动化$尤其是进

给系统(可能时可采用诸如机械手"料仓等供料和取料装置"输送装置(
由输送装置等带来的附加危险必须加以防护(

%!=’夹紧装置应保证出现能量供应故障时还能保持夹紧状态(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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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给的机床上的操纵系统必须保证能量保持在夹紧装置中$工件夹紧后$
机床加工部分才能运行(在 必 需 的 场 合$必 须 对 工 件 的 夹 紧 %如 机 动 夹

紧"真空夹紧’采取防护措施(
%!!’在许可情况下$提供和使用带防护功能的工作装置 %安全进给

附件’$如在手动进给的木工圆锯机上采用推棒$在木工平刨床上使用推

块$在单轴木工铣床上使用进给夹具等(
%!#’采用吸尘或通风装置$阻止或减少粉尘和木屑堆集在机床上或

机罩内,应采取措施有效地从机床上收取粉尘和木屑(
五! 磨削机械安全要求

砂轮机是磨削加工最常用的磨削机器设备(砂轮质脆易碎"转速高"
使用频繁$极易伤人(因此$它的安装"使用"防护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直接关系到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国家标准 )磨削机械安全规程* %&’%A?%.@%’中规定了砂轮机的

安全要求(
!一"砂轮机设计与制造安全要求

!" 砂轮主轴

砂轮主轴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砂轮主轴螺纹部分必须延伸到压紧螺母的压紧面内$保证整个压

紧螺母旋入(
%#’紧固砂轮或砂轮卡盘的砂轮主轴端部螺纹的旋向必须与砂轮工作

时旋转方向相反(
%$’砂 轮 主 轴 材 料 的 抗 拉 强 度 不 低 于 AB=_-CC#$延 伸 率 不 低

于!=K(
%%’砂轮主轴应有旋转方向的标志$标志应明显并可长期保存(
#" 砂轮卡盘

砂轮卡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砂轮卡盘的直径不得小于被安装砂轮直径的!-$(任何形式的砂

轮卡盘$其左右两部分的直径和压紧面径向宽度等尺寸必须相等(
%#’砂轮卡盘必须能将驱动力可靠地传到砂轮上,卡盘表面应平滑$

无锐棱$并平衡良好(
%$’砂轮卡盘应有足够的刚性$压紧面在紧固后必须保持平整和均匀

地接触(
%%’砂轮卡盘材料的抗拉强度不低于%!B_-CC#(
!二"磨削机械安全防护

%!’磨削 机 械 上 所 有 回 转 件$例 如 砂 轮"电 机"皮 带 轮 和 工 件 头 架

等$必须安设防护罩(防护罩应牢固地固定$其连接强度不得低于防护罩

的强度,组合式或焊接式砂轮防护罩$其连接强度或焊缝强度不低于砂轮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防护罩构件的强度(
%#’砂轮防护罩应将砂轮"砂轮卡盘和砂轮主轴端部罩住(其主要性

能为当砂轮在工 作 中 因 故 破 坏 时$能 有 效 地 罩 住 砂 轮 碎 片$保 证 人 员 的

安全(
%$’砂轮防护罩的最大开口角度和壁厚尺寸必须符合有关规定(防护

罩开口的上端部应设有可以调整的护板$能够随砂轮的磨损来调节护板与

砂轮圆周表面的间隙(
%%’砂轮防护罩材料的抗拉强度不低于%!B_-CC#(
%B’防护罩的结构应使更换砂轮时不必将其外圆构件卸下(
%A’平面磨床工作台的 两 端 或 四 周 应 设 防 护 挡 板$以 防 被 磨 工 件 飞

出,使用磨削液的磨削机械应设有防溅挡板$以防止磨削液飞溅到操作人

员和地面上(
%?’发生砂轮破坏事故后$必须检查防护罩是否有损伤(

第三节!机动工业车辆安全要求

机动工业车辆应用广泛$而且容易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害和物质损

失(本节内容根据国 家 标 准 )机 动 工 业 车 辆!安 全 规 范* %&’!=@#?.
!>>>’编写$适用于用来搬运"推顶"牵引"起升"堆垛或码放各种货物

的动力驱动的机动工业车辆(
一! 机动工业车辆的标牌

每台机动车辆 在 出 厂 时$必 须 在 车 辆 的 显 著 位 置 装 有 永 久 固 定 的 标

牌$上面必 须 注 明 车 辆 出 厂 时 的 状 况$并 以 不 易 抹 掉 的 字 迹 标 明 下 列

内容(
!" 机动车辆

! 制造厂名称$如果要求$可包括制造厂的商标(
" 产品名称及型号(

# 制造日期或产品编号(

$ 作业状态下$无载时自重$如平衡重式叉车自重$包括货叉$但

不包括可拆卸式属具的质量(

% 最大能力 %对于高起升车辆和低起升车辆$是指在规定载荷中心

距条件下$承载装置在最大起升高度时的能力$对于固定平台搬运车$是

指额定载重量,对于牵引车$是指额定牵引力’(
#" 可拆卸式属具

! 制造厂名称$如果要求$可包括制造厂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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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及型号(

# 制造日期或产品编号(

$ 属具质量和从属具安装面到属具重心的距离(

% 属具的额定能力(
$" 耐久性标牌

如果车辆在非正常作业条件下使用$必须在车辆的显著位置上固定一

个耐久性标牌$上面必须注明下列内容&

! 特殊使用条件的规定(

" 特殊使用条件下车辆的能力(
二! 机动工业车辆安全性能
!一"操纵性和稳定性

机动车辆沿着驾驶员给定的方向行驶的能力称为操纵性,抵抗翻车和

侧滑的能力称为稳定性(机动车辆的操纵性与稳定性是互为依存密切相关

的$操纵性的破坏 常 常 会 引 起 翻 车 或 侧 滑$而 侧 滑 有 时 也 可 导 致 操 纵 失

灵(机动工业车辆在结构上具有尺寸小"机动灵活性强等特点$如叉车"
前置翻斗车"蓄电池车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驶稳定性不够理想

的问题(
!" 操纵稳定性

包括操纵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主要以车辆的稳定转向特性作为评价

指标(稳定转向特性有三种状况&不足转向"过度转向和中性转向(有不

足转向特性的车辆$在固定方向盘转角的情况下绕圆周加速行驶时$转弯

半径会越来越大,有过度转向特性的车辆在这种情况下转弯半径则会逐渐

减小,中性转向特性的机动车辆则转弯半径不变(所以机动车辆在设计时

一般都应有适当的不足转向量$以防止车辆出现突然甩尾现象和保持良好

的驾驶性能(
#" 横向稳定性

指车辆在各种道路条件下行驶$抵御倒滑和横向翻车的能力(机动车

辆如叉车$在结构上具有转弯半径小$轮距窄"载货后重心偏高的特点(
所以车辆遇急弯时应提前减速$尽量放大转弯半径$克服产生的离心力$
保持车辆的横向稳定(

$" 纵向稳定性

车辆行驶中抵 御 纵 向 的 前 倾 或 后 倾 翻 车 的 能 力(机 动 工 业 车 辆 轴 距

短"载货后重心 偏 高$加 之 操 纵 因 素 的 影 响$往 往 破 坏 车 辆 的 纵 向 稳 定

性(如前置式翻斗车$超量装载驶于凹凸不平路面或下坡时$往往由于车

速快发生前倾覆现象(为了防止机动工业车辆的纵向倾覆$从车辆结构上

应保证前轮或后轮的滑动出现在翻车之前$一旦出现不稳定趋势$车轮对

路面先产生滑移$这样就可以减少翻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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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动性能

机动车辆的制动性能是指车辆在行驶中能降低行驶速度以致停车$或

在下长坡时维持一定速度的能力(它是机动车辆主要使用性能之一(车辆

的制动种类很多$按工作原理分为机械摩擦式"液力式"电力式等$最为

常用的是机械摩擦式(内燃发动机的车辆还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
机动车辆的制动效能主要与车辆结构"技术状况和使用条件有关(车

辆行驶过程中$通过制动传动机构使制动器发生作用$制动蹄片与旋转的

制动鼓密切接触而产生制动摩擦力矩$这时车轮与路面之间就会产生路面

制动力(路面制动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车辆的制动效果(路面制动力决定

于轮胎与路面间的滑动摩擦阻力(下雨"下雪$路面滑溜$滑动摩擦阻力

下降$车辆的制动效果不佳(
此外$机动车辆的制动效果还与其行驶速度"载重量有关$行驶速度

高$制动距离就长$两者成正比例增加趋势,载重量越大$制动距离就越

长$每增加!<载重量$制动距离大约增加="B4!C(所以$机动工业车

辆的装载决不能超重$还应保持机动车辆制动器技术状况良好可靠(
三! 驾驶员 %乘客& 保护措施

%!’驾驶员位置的布置必须保证当驾驶员在正常操作位置时$其位于

车辆的轮廓线之内(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包括设置保护装置’$使驾驶员在正常操作

位置时$尽量减少各运动部件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的危险(但这些措施不得

过分妨碍其视野和-或活动自由(
%$’乘驾式高起升车辆必须安装护顶架或装设护顶架的接口(
%%’高起升车辆在设计上必须保证可以安装挡货架(
%B’在端部控制车辆上的驾驶台必须伸延到驾驶员位置之外,在车辆

上悬着的驾驶台的侧面或前面必须装有保护装置,自身高度或起升高度高

于!C 的驾驶台必须装有扶手(
%A’用于起升人员的工作平台 %如维修用’必须牢固地固定在起升装置

上,工作平台必须具有防滑地面$其结构必须满足规定的设计和制造要求(
%?’车轮超出车体轮廓线时$必须对其采取保护措施$以尽可能避免

驾驶员在正常作业时受到车轮抛出物的伤害(
%@’乘驾式高工业车辆必须安装能发出清晰声响的警示装置(
四! 机动工业车辆安全使用

%!’机动工业车辆的驾驶员必须经过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操作证(
%#’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作业的机动车辆$必须得到国家有关机构的

认可$并获得作业许可证(
%$’车辆在使用时不得超过制造厂规定的额定能力$不得进行任何设

计上的修改$也不得在车上附加任何物体$以免影响车辆的能力和作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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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于采用附属装置而引起的修改$不得降低安全性(采用了附属装置

后$车辆的能力"操作和维修指示牌"标签或图案也必须做相应更改(
%%’车辆作业时如与正常作业条件不同时$必须按要求减少载荷(装

有属具的车辆$无载作业时$应视为部分承载(
%B’车辆必须涂有与周围环境明显区别的颜色(在需要表示作业状态

时$车辆必须附加警示装置$如灯光或闪光灯(
%A’用高起升车辆搬运可能会掉落危及驾驶员人身安全的载荷 %如高

的或多件堆叠货物’时$必须采用具有足够高度"宽度以及开口尺寸足够

小的挡货架$以防整个载荷或部分载荷掉到驾驶员身上(
%?’如果发现机动车辆存在不安全因素$必须停止使用并撤离现场(

经过维修恢复安全状态后$才可重新投入使用(
五! 机动工业车辆作业条件

%!’作业场地的地面必须具有足够的承载能 力$必 须 加 强 对 其 维 修

保养$使其不影响车辆的安全作业(通道"道路"过 道"地 板 或 坡 道 必

须保持良好的作业状态$以防车辆或载荷的损坏$且 不 致 降 低 车 辆 的 稳

定性(
%#’车辆的运输通道必 须 具 有 良 好 的 视 野 并 容 易 转 弯$不 得 出 现 斜

坡"陡坡"窄通道和低顶棚(通道的轮廓或界限必须清晰(在可能遇到步

行式车辆的通道上$必须相应调整通道宽度(
%$’所有跳板或过渡板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安全系数以承受有载车辆(

在跳板或过渡板上必须明显而永久性地标明最大通过载荷(所有跳板或过

渡板的两侧$必须装有防止车辆越过其边缘的装置(
%%’如果车辆在运行状态时载荷阻挡视线$则车辆运行时$载荷必须

位于车辆运行方向的后方(
%B’在作业区必须有足够照度的灯光,灯光照度低于$#VX时$车辆

上必须备有辅助灯光(
%A’同时使用两辆车搬运笨重或沉重载荷时$应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机 动 工 业 车 辆 在 高 台 或 平 台 上 作 业 时$不 得 用 它 来 移 动 其 他

车辆(
六! 机动工业车辆维护保养

%!’机动工业车辆必须根据计划日程$按照规定项目$特别是按制造

厂提供的维护说明书进行防护性检查"润滑"保养和维修(
%#’制动器"转向机构"操纵机构"警示装置"灯光"调节器和起升

过载保护装置必须保持在安全作业状态(
%$’起升和倾斜机构的所有部件及构件必须定期检查$并保持安全作

业状态(
%%’安全防护架和安全装置必须定期检查$并保持安全作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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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有的标牌"指示牌和标签 %图案’字迹必须清晰(
%A’设计用于危险场合和被批准用于危险场合的专用车辆或设备$必

须加以特别注意$确保在维护后能保持车辆原有的安全作业性能(
%?’未经制造厂批准$不得进行任何设计上的修改$也不得在车上附

加任何物体$以免影响车辆的能力和作业安全(
%@’所有更换的零件必须是原型零件$或至少与原车辆中零件的质量

相同(
%>’车辆必须保持清洁以防失火$及时发现松动或有缺陷的零件$保

持起升装置和承载装置"踏板"脚蹬和车辆地板清洁$无油脂"油污和脏

物等(
%!=’如经检查发现车辆存在任何可成为安全隐患的缺陷"磨损或损

坏$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修复后车辆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第四节!工业梯!台和防护屏

一! 工业梯! 台

在工业生产现场$常常需要设置各种平台"直梯或斜梯和防护栏杆$
以便于通行及操作"检修等工作(然而$如果工业梯"台不符合安全要求$
如材料强度不够"制作简陋"构件有毛刺"焊接不牢"支撑不力"通道狭

窄或踏棍间距过大"地面不平或油滑等$则可能导致机械伤害"坠落"滑

跌等事故$对现场人员造成伤害(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关技术标准$
对工业梯"台"防护栏杆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安全技术条件做了明确的规

定(主要包括 )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B$"!.>$’")固定式钢斜

梯安全技术条件*%&’%=B$"#.>$’")固定式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
%=B$"$.>$’")固定式钢平台安全技术条件*等 %&’%=B$"%.@$’等(

各企业单位应保证本单位生产现场的各种梯和平台在整个生产期间都

能够符合国家标准(
下面对上述标准做简要介绍$更详尽内容请查阅有关标准(
!一"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

!" 术语

%!’固定式钢直 梯!固 定 在 建 筑 物 或 设 备 上$与 水 平 面 垂 直 安 装 的

钢梯(
%#’梯梁!钢梯两侧的边梁(
%$’踏棍!供上"下梯时脚踏的构件(
%%’护笼!固定在梯梁上$用于保护攀登者安全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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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支撑!固定连接钢直梯与建筑物或设备的构件(
%A’%上端’扶手!在钢直梯上端设置的安全扶手(
%?’梯宽!两梯梁之间内侧的间距(
%@’梯段高!钢直梯上端基准面至下端基准面间的垂直距离(
#" 主要技术要求

%!’材料及性能

! 钢直梯应采用性能不低于 2#$B)11.的钢材(

" 梯梁应采用不小于B=CCQB=CCQBCC角钢或A=CCQ@CC扁钢(

# 踏棍宜采用不小于!#=CC 的圆钢(
%#’分段交错设置

梯段高不宜大于>C$超过>C 时宜分段交错设梯$中间设置梯间平

台(攀登高度在!BC 以下时$梯间平台间距为B4@C,超过!BC 时$每

BC 设一个梯间平台(平台应有防护栏杆(
%$’基本尺寸 %参见图%)!及%)#’

图%)!!钢直梯示意
!

图%)#!交错设置钢直梯示意
!

! 每级踏棍 中 心 线 与 建 筑 物 或 设 备 外 表 面 之 间 的 净 距 离 不 得 小 于

!B=CC$侧进式 %交错设置的’钢 直 梯 中 心 线 至 平 台 或 屋 面 的 净 距 离 为

$@=4B==CC$梯梁与平台或屋面的净距离为!@=4$==CC(

" 钢直梯最佳宽度为B==CC$由于工作面所限$攀登高度在BC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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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时$梯宽可适当缩小$但不得小于$==CC(

# 踏棍间距宜为$==CC 等距离分布(
%%’护笼

! 梯段高度超过$===CC 时应设护笼$护笼下端距基准面为#===4
#%==CC$上端高 出 基 准 面 且 应 与 &’%=B$"$ 中 规 定 的 防 护 栏 杆 高 度

一致(

" 护笼直径应为?==CC$其圆心距踏棍中心线为$B=CC$水平圈采

用不小于%=CCQ%CC 扁钢$间距为%B=4?B=CC$在水平圈内侧均匀分

布焊接B根#BCCQ%CC 扁钢垂直条(
%B’%上端’扶手

钢直梯上端 的 踏 棍 应 与 平 台 或 屋 面 平 齐$其 间 隙 不 得 大 于$==CC$
并在直梯上端设置高度不低于!=B=CC 的扶手(

%A’支撑

! 支撑应采用角钢"钢板或钢板组焊成的 ( 型钢制作$埋设或焊接

必须牢固可靠(

" 无 基 础 的 钢 直 梯$至 少 焊 两 对 支 撑$支 撑 竖 向 间 距 不 宜 大 于

$===CC$最下端的踏棍基准面距离不宜大于%B=CC(
%?’焊接与安装

! 钢直梯全部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与

验收规范*%&’B=#=B.#==!’规定的要求(

" 所有构件表面应光滑无毛刺(

# 安装后的钢直梯不应有歪斜"扭曲"变形及其他缺陷(
%@’固定

! 固定在平台上的钢直梯应在下部固定$其上部的支撑与平台梁固

定$在梯梁上开设长圆孔$采用螺栓铰接(

" 固定在设备上的钢直梯$当温差较大时应采用一个支撑固定$其

余支撑均在梯梁上开设长圆孔$采用螺栓铰接(
%>’除锈防腐!钢直梯安装后必须认真除锈$并做防腐涂装(
$" 荷载规定

%!’踏棍按在中点承受!G_ 集中活荷载计算,容许挠度不大于踏棍

长度的!-#B=(
%#’梯梁按组焊后其上端承受#G_ 集中活荷载计算 %高度按支撑间

距选 取$无 中 间 支 撑 时 按 两 端 固 定 点 距 离 选 取’,容 许 长 细 比 不 宜 大

于#==(
!二"固定式钢斜梯安全技术条件

!" 术语

%!’固定式钢斜梯!固定在建筑物或设备上$与水平面成$=D4?BD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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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钢斜梯示意
!.踏板,#.梯梁,$.扶手,
%.立柱,B.横杆,%.梯高,

%!.扶手高,&.踏步高,
’.踏步宽,(.梯跨,".坡度

的钢梯(
%#’梯梁!钢梯两侧的边梁(
%$’踏板!供上"下梯时 脚 踏

的水平构件(
%%’踏步高!相 邻 两 个 踏 板 间

的垂直距离(
%B’梯宽!两 梯 梁 之 间 内 侧 的

间距(
%A’梯高!钢 梁 顶 端 至 底 部 基

准面的垂直距离(
%?’扶手高!钢 斜 梯 扶 手 上 边

缘到踏板前缘的垂直距离(
%@’坡度!钢 斜 梁 与 水 平 面 的

夹角(

#" 技术要求

%!’尺寸要求 %参见图%)$’

! 不同坡度钢斜梯$踏步高和

踏步宽的尺寸关系如表%)!!$其他

坡度按直线插入法取值(

" 常用的坡度与高跨比 %%‘
(’如表%)!#(

# 梯 宽 宜 为?==CC$最 大 不

宜大于!!==CC$最小不得小于A==CC(

表%"!!!不同坡度钢斜梯"踏步高和踏步宽的尺寸关系

坡度"-%D’ $= $B %= %B B= BB A= AB ?= ?B

踏步高&-CC !A= !?B !@B #== #!= ##B #$B #%B #BB #AB

踏步宽(-CC #@= #B= #$= #== !@= !B= !$B !!B >B ?B

表%"!#!常用的坡度与高跨比 %%‘(’

坡度"-%D’ %B B! BB B> ?$

高跨比%%‘(’ !‘! !‘="@ !‘="? !‘="A !‘="$

$ 梯高不宜高于BC,高于BC 时$宜分段设梯$并设梯间平台(
%#’梯梁!梯梁钢材应采用性能不低于 2#$B)11.的钢材,其截面

尺寸应通过计算确定(
%$’踏板!采用厚度不小于%CC 的花纹钢板$或经防滑处理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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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或采用由#BCCQ%CC 扁钢和小角钢组焊成的格子板(
%%’扶手!扶手高应为>==CC$或与 &’%=B$"$中规定的防护栏杆

高度一致,采用外径为$=4B=CC"壁厚不小于#"BCC 的管材(
%B’立柱与横杆!宜采用截面不小于%=CCQ%=CCQ%CC角钢或外径为

$=4B=CC的管材(从第一级踏板开始设置$间距不宜大于!===CC(横杆采

用直径不小于!ACC 的圆钢或$=CCQ%CC 扁钢$固定在立柱中部(
%A’焊接与安装

! 钢斜梯全部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与

验收规范*%&’B=#=B.#==!’规定的要求(
" 所有构件表面应光滑无毛刺(
# 安装后的钢直梯不应有歪斜"扭曲"变形及其他缺陷(
%?’固定!钢斜梯与附在设备上的平台相连接时$连接处应采用开设

长圆孔的螺栓来连接(
%@’除锈防腐!钢斜梯安装后必须认真除锈$并做防腐涂装(
$" 荷载规定

钢斜梯活荷载应按实际要求采用$但不得小于下列数据&

! 钢斜梯水平投影面上的活荷载标准值取$"BG_-C#(

" 踏板中点集中活荷载取!"BG_-C#(

# 扶手顶部水平集中活荷载取="BG_-C#(

$ 挠度不大于受弯构件跨度的!-#B=(
!三"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

!" 术语

%!’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沿平台"通道及作业场所敞开边缘固定安

图%)%!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示意!

装的防护设施 %见图%)%’(
%#’立 柱 ! 栏 杆 的 垂 直

构件(
%$’扶 手 ! 固 定 于 立 柱

上端 的 水 平 方 向 设 置 的 防 护

构件(
%%’横 杆 ! 固 定 于 立 柱

中部的连接杆件(
%B’挡板!固定于立柱下部的防护板(
#" 技术要求

%!’高度要 求!防 护 栏 杆 的 高 度 宜 为 !=B=CC(在 离 地 高 度 小 于

#=C 的平台"通道及作业场所的防 护 栏 杆 不 得 低 于!===CC,在 离 地 高

度等于 或 大 于 #=C 的 平 台" 通 道 及 作 业 场 所 的 防 护 栏 杆 不 得 低

于!#==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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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性 能!栏 杆 全 部 构 件 采 用 性 能 不 低 于 2#$B)11. 的 钢 材

制造(
%$’栏杆结构!宜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

与验收规范*%&’B=#=B.#==!’规定的要求(当不便焊接时$也可用螺

栓连接$但必须保证本标准规定的强度要求(
%%’扶手与立柱!扶手宜采用外径! %$$"B4B=’CC 的钢管,立柱宜

采用不小于B=CCQB=CCQ%CC 角钢或! %$$"B4B=’CC 的钢管(立柱

间隙宜为!===CC(
%B’横杆!采用不小于#BCCQ%CC 扁钢或!!ACC 的圆钢(横杆与

上"下构件的净间距不得大于$@=CC(
%A’挡板!宜采用不小于!==CCQ#CC 扁钢制造(如果平台设有满

足挡板功能及强度要求的其他结构边沿时$允许不另设挡板(
%?’栏杆"挡 板 与 平 台 间 隙!室 外 栏 杆"挡 板 与 平 台 间 隙 为!=4

#=CC,室内的不留间隙(
%@’栏杆固定连接!栏杆端部必须设置立柱或与建筑物牢固连接(
%>’表面及 安 装 要 求!所 有 表 面 应 光 滑"无 毛 刺$安 装 后 不 应 有 歪

斜"扭曲变形及其他缺陷(
%!=’除锈防腐!栏杆表面必须认真除锈$并做防腐涂装(
$" 强度要求

栏杆的设计与制造$必须保证其扶手所能承受水平方向垂直施加的载

荷不小于B==_-C#(
!四"固定式钢平台安全技术条件

!" 术语

%!’平台!为工作人员通行"检修所提供的高于相对基准面的水平场所(
%#’通行平台!只供人员通行的平台(
%$’梯间平台!在梯段之间供休息或改变行进方向的平台(
%%’检修平台!供检修时使用的平台(
#" 技术要求

%!’尺寸要求

! 通行平台宽度不应小于?==CC,竖向净空一般不应小于!@==CC(

" 梯 间 平 台 宽 度 不 应 小 于 梯 间 宽 度,行 进 方 向 的 长 度 不 应 小

于@B=CC(
%#’荷载设计要求

! 通行平台按#G_-C# 等效均匀荷载设计(
" 梯间平台按$"BG_-C# 等效均匀荷载设计(
# 检修平台一般按%G_-C# 等效均匀荷载设计$大于此值时应按实

际要求或相邻的楼面荷载系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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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构件设计!钢 平 台 的 其 他 构 件 设 计 应 符 合 )钢 结 构 设 计 规

范*%&’B==!?.#==#’的规定(
%%’材料性能!平台应采用机械性能不低于 1$.的钢材制作(
%B’防护栏杆的设置!平台一切敞开的边缘均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

防护栏杆的设计应符合 )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B$"$.>$’的规定(
%A’平台铺板!应采用大于%CC 厚的花纹钢板或经防滑处理的钢板

制作(
%?’安装与固定!平台应安装在牢固可靠的支撑结构上$并与其刚性

连接,梯间平台不得悬挂在梯段上(
%@’焊接要求!平台应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

施工与验收规范*%&’B=#=B.#==!’的规定(
%>’安装 后 要 求!平 台 钢 梁 应 平 直$铺 板 应 平 整$不 得 有 斜"扭"

翘"曲等缺陷(
%!=’除锈防腐!制成后的平台应涂防锈漆和面漆(
二! 防护屏

防护屏是用于防止 人 体 任 何 部 位 进 入 危 险 区 域 而 设 置 的 一 种 隔 离 装

置(生产作业场所存在各种职业危害因素$操作人员及其他进入生产场所

人员均有可能受到诸如机械伤害"灼烫"腐蚀"触电等的威胁(为了防止

发生人身伤害$在生产场所必须设置必要的防护屏$并使之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这也属于安全生产条件之列(
国家标准 )防护屏安全要求* %&’@!>?.@?’对有关防护屏的安全

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简要介绍如下(
%!’防护屏一般应采用金属材料制造$并应有足够的强度,在满足防

护要求的条件下$也可采用其他材料制造(
%#’设置防护屏时的最小安全距离!防护屏的安全距离是指危险点至

可触及防护屏的垂直距离(

! 设置防护屏时的最小安全距离主要根据防护屏高度和危险点高度

确定$应符合表%)!$的规定要求(

" 当防护屏采用栅栏结构"网状结构或孔板结构时$根据其栅栏的

横向或竖向间距"网眼直径或孔径的最大尺寸$最小安全距离除必须符合

表%)!$的规定要求外$同时还必须符合表%)!%的规定(
%$’防护屏表面不得有易伤害人体的毛刺和尖锐棱角(
%%’防护屏的结构和布局应合理$应便于设备的检查和维修(需要在

防护屏上开设出入口时$应根据工作性质及安全需要配备连锁装置(
%B’防护屏的颜 色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安 全 色 使 用 导 则* %&’AB#?"#’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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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设置防护屏的最小安全距离 单位&CC

危险点高度
屏!!高

#%== ##== #=== !@== !A== !%== !#== !===

#%== !== !== !== !B= !B= !B= !B= #==

#$== #== $== $B= %== %B= %B= B==

##== #B= $B= %B= BB= A== A== AB=

#!== #== $B= BB= AB= ?== ?B= @==

#=== #B= A== ?B= ?B= >== >B=

!>== A== @== @B= >B= !!==

!@== A== @B= >== !=== !#==

!?== BB= @B= >== !!== !$==

!A== B== @B= >== !!== !$==

!B== $== @== >== !!== !$==

!%== !== @== >== !!== !$B=

!$== ?== >== !!== !$B=

!#== A== >== !!== !%==

!!== B== >== !!== !%==

!=== B== >== !=== !%==

>== ?== !=== !%==

@== A== >== !$B=

?== B== @== !$==

A== #== AB= !#B=

B== B== !#==

%== !!==

$== !===

#== ?B=

!== B==

注&!" 危险点高度是指人体站立基准面的垂直距离(

#" 防护屏高度是指防护屏上缘至安装基准面的垂直距离(

!!!表%"!%!栅栏间距!网眼直径与最小安全距离的关系 单位&CC

栅栏间距"网眼直径或孔径 $A"B $!#"B $#="= $$#"= $%?"= $!B=

最小安全距离 $B ># !$B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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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是 指 涉 及 生 命 安 全"危 险 性 较 大 的 锅 炉"压 力 容 器 %含 气

瓶’"压力管道"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由于特种设备危险性

较大$较易发生事 故$而 且 一 旦 发 生 事 故 会 造 成 人 身 伤 亡 及 重 大 经 济 损

失$因此对其安全性能的要求较一般机械设备更高$管理也较严格(本章

根据有关国家标准对起重机械"锅炉"压力容器与管道"气瓶的安全技术

要求进行择要介绍(

第一节!起重机械安全要求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用于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

设备$是特种设备的一种(
目前$涉及 起 重 机 械 安 全 的 国 家 标 准 主 要 有 )起 重 机 械 安 全 规 程*

%&’A=A?.!>@B’")起重机械危险部位与标志*%&’!B=B#.!>>%’")建

筑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B!%%.!>@B’" )臂架型起重机!起重力矩

限制器通用技术条件*%&’?>B=.!>>>’等(
一! 起重机械的分类与基本机构

!一"分类

起重机械按其功能和构造特点$分为三类$见表B)!(

表&"!!起重机械的分类

类!型 范!围!及!特!点

轻小型起重设备 !包括千斤顶"起重葫芦"滑车"绞车"单轨起重机等$多为单一的升降运动机构

起重机

!包括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缆索

起重机"悬臂起重机"桅杆起重机等(其特点是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运动机构$
通过各种控制器或按钮操纵各机构的运动$将重物在三维空间内搬运

升降机
!包括电梯"提升机等(虽然只有 一 个 升 降 机 构$但 安 全 装 置 与 其 他 附 属 装 置

较为完善$可靠性高

!二"基本结构

起重机的基本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
%!’起重机的金属结构!金属结构就是由型钢和钢板作为基本结构$

采用铆接"焊接等方法$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规则连接起来的"能够承受

载荷的结构物(
%#’起重机的机构!起重机的机构就是能使起重机完成某些特定动作

的传动系统$这些动作包括升降"移动"旋转"变幅"爬升及伸缩等(起

重机的最基本的机构是指起升机构"运行机构"旋转机构和变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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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的控制系统!起重机机构动作的启动"运转"换向和停止

等均由电气或液压控制系统来完成(电气控制系统包括电气传动部分"自

动控制部分"电源引入装置"各种电气设备和电气回路(
二! 起重机械工作特点! 危险性及安全正常工作条件
!一"工作特点和危险性

从安全技术角度分析$起重机械工作特点和危险性可以概括如下(
%!’一般结构较为庞大$机构较为复杂$零部件较多(
%#’工作强度大$元件容易磨损$构成隐患(
%$’一般需要在较大范围内移动$又有多个运动机构$容易发生碰撞

事故(
%%’作业中 一 般 需 要 多 人 配 合$共 同 完 成 一 项 操 作$较 易 发 生 配 合

失误(
%B’暴露的"活动的零部件较多$且常与吊运作业人员直接接触 %如

吊钩"钢丝绳等’$潜在许多危险因素(
%A’有些起重机械$需要直接载运人员 %如电梯"升降平台等’$其

安全性直接影响人身安全(
%?’作业环境条件恶劣 %如露天作业’(
因此$对起重机械可靠性要求较高(
!二"安全#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

%!’金属结构和机械零部件具有足够强度"刚性和抗屈曲能力(
%#’整机具有抗倾覆稳定性(
%$’原动机具有满足作业性能要求的功率,制动装置能提供必需的制

动力矩(
三! 起重机械安全要求概述

国家标准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A=A?.@B’对起重机械的设计"
制造"检验"报废"使用与管理等方面的安全要求做了最基本的规定(

起重机的强度"刚度"稳定性$结构件在腐蚀性工作环境下的最小尺

寸"抗倾覆稳定性等$一 般 应 满 足 )起 重 机 设 计 规 范* %&’$@!!.@$’
的规定(

此规程适用于&桥式起重机 %包括冶金起重机’"门式起重机"装卸

桥"绳索起重机"汽车起重机"轮胎起重机"履带起重机"塔式起重机"
门座起重机"桅杆起重机"升降机"电葫芦及简易起重设备和辅具(不适

用于&浮式起重机"矿山井下提升设备"载人起重设备(
以下对此规程有关安全技术要求的内容择要介绍$更详尽内容请读者

查阅该标准(
!一"金属机构的安全要求

对机构件的 布 置"机 构 件 焊 接 要 求"高 强 度 螺 栓 连 接"司 机 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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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直立梯与斜梯"起重机上的走台"金属机构的报废均做了规定(
!二"主要零部件的安全要求

!" 吊钩

吊钩是起重机的主要零部件$吊钩的断裂可能导致重大的人身及设备

事故(因此$对吊钩的材料"试验"检验等具有严格的要求(
%!’吊钩材料应采用优质低碳镇静钢或低碳合金钢$不得使用铸造的

吊钩$以保证吊钩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塑韧性$避免突然断裂的危险(
%#’吊钩宜设有防止吊重意外脱钩的保险装置,其表面应光洁$无剥

裂"锐角"毛刺"裂纹等(
%$’起升机构用吊钩$应按规定的检验载荷进行试验,卸去检验载荷

后$没有任何明显的缺陷和变形(吊钩应能可靠地支持住#倍的检验载荷

而不脱落(
%%’检验合格的吊钩$应在低应力区做出不易磨灭的标记$并签发合

格证(标记内容至少包括额定起重量"厂标或生产厂名"检验标志"生产

编号(
%B’吊钩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O" 裂纹,U" 危险断面磨损

达原尺寸的!=K,8" 扭转变形超过!=D,Z" 危险断面或吊钩颈部产生塑

性变形等(
%A’吊钩上的缺陷不得焊补(
#" 钢丝绳

钢丝绳是起重 机 的 重 要 零 件 之 一$用 于 起 重 机 的 起 升 机 构"变 幅 机

构"牵引机构$也可用于旋转机构(钢丝绳还用作起重机系扎物品的司索

绳$以及桅杆起重机的张紧绳"缆索起重机和架空索道的承载索等(钢丝

绳应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起重机械用钢丝绳应符合 )圆股钢丝绳* %&’!!=#.!>?%’标

准$并必须有产品检验合格证(
%#’按照起重机的工作级别$钢丝绳应具有相应的安全系数(
%$’载荷由多根钢丝绳支承时$应设有各根钢丝绳均衡受力的装置(
%%’尽量减少钢丝绳的弯曲次数$避免反向弯曲(
%B’起升机构和变幅机构不得使用编结接长的钢丝绳(使用其他方法

接长钢丝绳时$必须保证接头连接强度不小于钢丝绳破断拉力的>=K(
%A’起升高度较大的起重机$宜采用不旋转"无松散倾向的钢丝绳(

采用其他钢丝绳时$应有防止钢丝绳和吊具旋转的装置或措施(
%?’当吊钩处于工作位置最低点时$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除固定

绳尾的圈数外$必须不少于#圈(
%@’吊 运 熔 化 或 炽 热 金 属 的 钢 丝 绳$应 采 用 石 棉 芯 等 耐 高 温 的 钢

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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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开卷时$应防止打结或扭曲,钢丝绳切断时$应有防止绳

股散开的措施(
%!=’钢丝绳应按 )起重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

B>?#.!>@A’进行判废(
$" 卷筒

卷筒是起升机构中用来缠绕钢丝绳"传递动力$并把旋转运动变为直

线运动的部件$一 般 为 圆 柱 形$材 料 为 铸 铁$特 别 需 要 时 可 用 铸 钢 或 钢

板(卷筒常见的损坏部位是绳用的沟槽处$损坏的原因是由于钢丝绳对它

的磨损(对卷筒进行安全检查时$应注意以下安全问题(
%!’卷筒上钢丝绳的尾端的固定装置$应有防松或自紧的性能(对钢

丝绳尾端的固定情况$应每月至少检查一次(
%#’多层缠绕的卷筒$端部应有凸缘(凸缘应比最外层钢丝绳或链条

高出#倍的钢丝绳直径或链条的宽度(
%$’用于起升机构和变 幅 机 构 的 卷 筒$筒 体 内 无 贯 通 支 承 轴 的 结 构

时$筒体宜采用钢材制造(
%%’卷筒出现裂纹或筒壁磨损达原壁厚的#=K时$应报废(
%" 滑轮

在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中$滑轮起着省力和支承钢丝绳并为其导向的作

用(滑轮通常用灰铸铁或铸钢浇铸后经机械加工而成(对于直径较大的滑

轮$可采用焊接滑轮(滑轮应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滑轮槽应光洁平滑$不得有损伤钢丝绳的缺陷(
%#’滑轮应有防止钢丝绳跳出轮槽的装置(
%$’金 属 铸 造 的 滑 轮$出 现 下 述 情 况 之 一 时$应 报 废&O" 裂 纹,

U" 轮槽不均匀磨损达$CC,8" 轮槽壁厚达原壁厚的#=K,Z" 因磨损使

轮槽底部直径减少量达钢丝绳直径的B=K(
B" 制动器

动力驱动的起重机$其起升"变幅"运行"旋转机构都必须装设制动

器(起升机构的制动器可保证吊物的停止位置$并且在起升机构停止运行

后能使吊物保持在该位置$起到阻止重物下落的作用,运行机构及其他机

构的制动器$除用来实现停车及保持在停留位置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可

根据工作 需 要 降 低 或 调 节 机 构 运 行 速 度(制 动 器 应 符 合 下 列 安 全 技 术

要求(
%!’吊运炽热金属或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以及发生事故后可能造成

重大危险或损失的起升机构$其每一套驱动装置应装设两套制动器(
%#’制动器一般装在机构的高速轴上$以减少制动力矩(如果在起升

和变幅机构的传动系中有离合或挠性传动件$制动器必须装在卷筒上(
%$’起升机构和变幅机构设置的制动器必须是常闭式的$常闭式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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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制动装置静态时处于制动状态(
%%’对分别驱动的运行机构的制动器$其动力矩应相等$避免引起桥

梁运行歪斜$车辆啃道(
%B’控制制动器的操纵部位$如踏板"操纵手柄等$应有防滑性能(
%A’制动器对制动带摩擦垫片的磨损应有补偿能力(
%?’制动器的零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报废&O" 裂纹,U" 制

动带摩擦垫片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B=K,8" 弹簧出现塑性变形(
!三"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对起重机电气设备安全总的要求是必须保证传动性能和控制性能准确

可靠,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切断电源停车(在安装"维修"调整和使用时

不得任意改变电路$以免安全装置失效(
起重机电气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的国家标准*%&’B=#BB.>A’的有关规定(
此外$在本标准中还对起重机的供电及电路"主要电气元件"电气保

护装置以及照明和信号的安全要求做了具体规定(
!四"安全防护装置

!" 安全防护装置的类型

为保证起重机械的安全运行和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各种类型的起重

机均应装设安全防护装置$并在使用中及时检查"维护$使其保持正常工

作性能(
%!’超载限制器!其功能是当起重机超载时$使起升动作不能实现从

而避免过载(起重机装设超载限制器后$应根据其性能和精度情况进行调

整或标定$当载荷达到额定起重量的>=K时$应能发出提示性报警信号,
当起重量超过额定起重量时$能自动切断起升动力源$并发出禁止性报警

信号(
%#’力矩限制器!是臂架式起重机的超载保护装置$防止起重力矩大

于允许极限力矩时$造成臂架折弯或折断(起重机装设力矩限制器后$应

根据其性能和精度情 况 进 行 调 整 或 标 定$当 载 荷 力 矩 达 到 额 定 起 重 力 矩

时$能自动切断起升或变幅的动力源$并发出禁止性报警信号(
%$’上升极限位置限制器!用于限制取物装置的起升高度$当吊具起

升到上极限位置时$限位器能自动切断起升的动力源$使起升机构停止运

转$使吊钩等取物装置不会继续上升$以防止拉断起升钢丝绳(
%%’下降极限位置 限 制 器!在 吊 具 可 能 低 于 下 极 限 位 置 的 工 作 条 件

下$应保证吊具下降到下极限位置时$能自动切断下降的动力源$以保证

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不少于设计所规定的圈数(
%B’运行极限位置限制器!其功能是限制起重机或小车的运动范围$

当起重机运动到极限位置后$应能自动切断前进的动力源$起重机将在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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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制动距离内停车$以避免硬性碰撞止挡体$对运行的起重机产生过度

的冲击碰撞(
%A’偏斜调整和显示装置!大跨度的门式起重机和装卸桥应设置偏斜

调整和显示装置$当起重机两支腿因前进速度不同而发生偏斜时$能将偏

斜情况向司机指示出来$及时将超前或滞后的支腿调整到正常位置$以防

桥架被扭坏(
%?’缓冲器!设置缓冲器的目的就是吸收起重机或起重小车的运行动

能$以减缓冲击(缓冲 器 装 设 在 起 重 机 或 起 重 小 车 与 止 挡 体 相 碰 撞 的 位

置(在同一轨道上运行 的 起 重 机 之 间 以 及 在 同 一 起 重 机 桥 架 上 双 小 车 之

间$也应设置缓冲器(
%@’连锁保护装置!塔式起重机在动臂支持停止器与动臂变幅机构之

间$应设连锁保护装置$使停止器在撤去支承作用之前$变幅机构不能开

动,进入桥式或门式起重机的门和由司机室登上桥架的舱口门$应设连锁

保护装置$当门打开时$起重机下运行机构不能开动,司机室设在运动部

分时$进入司机室的通道口$应设连锁保护装置$当通道口的门打开时$
起重机的运行机构不能开动(

%>’夹轨器和锚定 装 置!夹 轨 器 是 利 用 夹 钳 夹 紧 轨 道 头 部 的 两 个 侧

面$通过结合面的夹紧摩擦力将起重机固定在轨道上$使其不能滑动,锚

定装置是将起重机与轨道基础固定$当大风袭击时$将起重机开到设有锚

定装置的位置$用锚柱将起重机与锚定装置固定(为防止起重机被大风吹

走或吹倒$露天工作的轨道式起重机$必须安装可靠的防风夹轨器或锚定

装置$其性能应能满足当独立承受非工作状态下的最大风力时$起重机不

致被吹动(
%!=’防止吊臂后 倾 装 置!流 动 式 起 重 机 和 动 臂 变 幅 的 塔 式 起 重 机$

应设置防止吊臂后倾装置$它应保证当变幅机构的行程开关失灵时$能阻

止吊臂后倾(
%!!’极限力矩限制装置!塔式起重机和门式起重机具有可能自锁的

旋转机构$当旋转阻力矩大于设计规定的力矩时$这种装置能发生滑动而

起保护作用(
%!#’支腿回缩锁定装置!对于工作时打支腿的流动式起重机$应设

置支腿回缩锁定装置$保证工作时顺利打开支腿$非工作时支腿回缩后能

可靠地锁定(
%!$’回转定位装置!流动式起重机应设置回转定位装置$保证在整

机行驶时小车保持在固定位置上(
%!%’防倾翻安全钩!单主梁桥式和门式起重机$在主梁一侧落钩的

小车架 上 应 设 置 防 倾 翻 安 全 钩(在 检 修 小 车 时$安 全 钩 应 保 证 小 车 不

倾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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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风级风速报警器!在 露 天 工 作 的 起 重 机 上 应 安 装 风 级 风 速 报

警器$当风力大于A级时能发出报警信号$并应有瞬 时 风 速 风 级 的 显 示

能力(在 沿 海 工 作 的 起 重 机$可 定 为 当 风 力 大 于 ? 级 时 能 发 出 报 警

信号(
%!A’轨道端部止挡体!起重机运行轨道的端部及起重机小车运行轨

道的端部均应设置轨道端部止挡体$止挡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和牢固性$以

防止被起重机撞坏出现起重机或小车脱轨(止挡体应与起重机端梁或起重

机小车横梁端设置的缓冲器配合使用(
%!?’导电滑线防护板!其作用是防止人员意外接触带电滑线引起触

电事故(使用滑线引入电源的起重机$在易发生触电危险的部位都应设置

防护装置(如桥式起重机司机室位于大车电源引入滑线端时$通向起重机

梯子和走台与滑线间应设置防护板,桥式起重机大车导电滑线端的端梁下

应设置防护板$以防止吊具或钢丝绳摆动时与导电滑线意外接触,多层布

置的桥式起重机$下层起重机的导电滑线应沿全长设置防护板(
#" 安全防护装置及要求

表B)#列举了起重机各类安全防护装置的要求(

表&"#!安全防护装置要求

序 号 类!别 要!!!!求

! !超载限制器

!!" 超载限制器的综合误差不应大于@K

!#" 当载荷达到额定起重量的>=K时$应能发出提示性报警信号

!$" 起重机械装设超载 限 制 器 后$应 根 据 其 性 能 和 精 度 情 况 进 行 调

整或标定$当起重量超过额定起重量时能自动切断起升动力源$并发

出禁止性报警信号

# !力矩限制器

!!" 力矩限制器的综合误差不应大于!=K

!#" 机械装设力矩限制 器 后$应 根 据 其 性 能 和 精 度 情 况 进 行 调 整 或

标定$当载荷力矩超过额定起重力矩时能自动切断起升或变幅的动力

源$并发出禁止性报警信号

$
!上 升 极 限 位 置

限制器

!必须保证当吊具升到 极 限 位 置 时 能 自 动 切 断 起 升 动 力 源(对 于 液

压起升机构$宜给出禁止性报警信号

%
!下 降 极 限 位 置

限制器

!当吊具可能低于下极限位置的工作条件下$应保证吊具下降到下极

限位置时能自动切断下降的动力源$以保证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不

少于设计所规定的圈数

B
!运 行 极 限 位 置

限制器

!应保证机构在其运动的 极 限 位 置 时 能 自 动 切 断 前 进 的 动 力 源 并 停

止运动

A
!偏 斜 调 整 和 显

示装置

!应保证大跨度的门式起重机和装卸桥$当其两端支腿因前进速度不

同而发生偏斜时能使偏斜情况向司机指示出来$使偏斜得到调整

? !幅度指示器 !应保证具有变幅机构的起重机能正确指示吊具所在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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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类!别 要!!!!求

@ !连锁保护装置

!!" 动臂的支持停止器于动臂变幅机构之间$应设 连 锁 保 护 装 置$使

停止器在撤去支承作用前$变幅机构不能开动

!#" 进入桥式起重机和门式起重机的门与由司机室登 上 桥 架 的 舱 门

口$应设连锁保护装置(当门打开时$起重机的运行机构不能开动

!$" 司机室设在移动部分时$进入司机室的通道口$应 设 连 锁 保 护 装

置(当通道门打开时$起重机的运行机构不能开动

> !水平仪 !应具有检查打支腿的起重机倾斜度的良好性能

!=
!防 止 吊 臂 后 倾

装置
!应保证当变幅机构的行程开关失灵时能阻止吊臂后倾

!!
!极 限 力 矩 限 制

装置

!应保证当旋转阻力矩大 于 设 计 规 定 的 力 矩 时 能 发 生 滑 动 而 起 保 护

作用

!# !缓冲器 !应具有吸收移动机构的能量并减少冲击的良好性能

!$
!夹 轨 钳 和 锚 定

装置或铁鞋

!对于在轨道上露天工作的起重机$其夹轨钳和锚定装置或铁鞋应能

各自独立承受非工作状态下的最大风力$而不致被吹动

!% !风级风速报警器

!应保证在露天工作的起重机$当风力大于A级时能发出报警信号并

宜有瞬时风速风级的显示能力(在沿海工作的起重机$可定为当风力

大于?级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B
!支 腿 回 缩 锚 定

装置
!应保证工作时打支腿的流动式起重机$当支腿回缩时能可靠锁定

!A !回转定位装置 !应保证流动式起重机在整机行驶时使上车保持在固定位置

!? !登机信号按钮 !应装于起重机上易于安全触及的位置

!@ !防倾翻安全钩 !应保证在主梁一侧落钩的单主梁起重机$当小车检修时不能倾翻

!> !检修吊笼 !用于高空中导电滑线的检修$其可靠性应不低于司机室

#= !扫轨板和支承架
!扫轨板距轨面不应大于!=CC$支承架距轨面不应大于#=CC,两者

合为一体时$距轨面不应大于!=CC

#! !轨道端部止挡体 !应具有防止起重机脱轨的良好性能

## !导电滑线防护板

!!" 桥式起重机司机室 位 于 大 车 滑 线 端 时$通 向 起 重 机 的 梯 子 和 走

台与滑线间应设置防护板

!#" 桥式起重机大车滑 线 端 梁 下$应 设 置 防 护 板 以 防 止 吊 具 或 钢 丝

绳与滑线的意外接触

!$" 桥式起重机作多层 布 置 时$下 层 起 重 机 的 滑 线 应 沿 全 长 设 置 防

护板

!%" 其他使用滑线的起重机$对易发生触电的部位应设置防护板

#$ !倒退报警装置
!流动式起重机向倒退方向运行时$应发出清晰的报警音响信号和明

灭相间的灯光信号

#%
!活 动 零 部 件 防

护罩

!起重机上外露的"有伤人可能的活动零部件$如开式齿轮"联 轴 器"
传动轴"链轮"链条"传动带"皮带轮等$均应装设防护罩

#B !防雨罩 !露天工作的起重机$其电气设备应装设防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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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各种起重机应按表B)$4表B)B的要求装设安全防护装置并需在使用

中及时检查"维护$使其保持正常工作性能(如果发现性能异常$应立即

修理或更换(

表&"$!起重机的安全防护装置设置要求

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桥式起重机 门式起重机 装 卸 桥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超载限制器

应装

额 定 起

重量大于

#=<的

宜装

动 力 驱

动"额 定

起 重 量

为$4#=<
的

维修专

用 起 重

机 可 除

外

应装

额 定 起

重量大于

#=<的

宜装

动 力 驱

动"额 定

起 重 量

为$4#=<
的

维修专

用 起 重

机 可 除

外

应装

# !力矩限制器

$
! 上 升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动力驱动的 应装 !动力驱动的 应装

%
! 下 降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按本标准%"#"%
款要求

应装
!按本标准%"#"%
款要求

应装
!按 本 标 准%"#"%
款要求

B
! 运 行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动 力 驱 动 的 并

且 在 大 车 和 小 车

运 行 的 极 限 位 置

%单梁吊的小车可

除外’

应装

!动 力 驱 动 的 并

且 在 大 车 和 小 车

运行的极限位置

应装

! 动 力 驱 动 的 并

且 在 大 车 和 小 车

运行的极限位置

A
! 偏 斜 调 整

和显示装置
宜装

!跨 度 大 于 或 等

于%=C 时
应装

! 跨 度 大 于 或 等

于%=C 时

? !幅度指示器

@
! 连 锁 保 护

装置
应装

!由 建 筑 物 登 上

起 重 机 门 与 大 车

运行机构之间,由

司 机 室 登 上 桥 架

舱 口 门 与 小 车 运

行机构之间,设在

运 动 部 分 的 司 机

室 在 进 入 司 机 室

的 通 道 口 与 小 车

运行机构之间

应装

! 设 在 运 动 部 分

的 司 机 室 在 进 入

司 机 室 的 通 道 口

与 小 车 运 行 机 构

之间

> !水平仪

!=
! 防 止 吊 臂

后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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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桥式起重机 门式起重机 装 卸 桥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 极 限 力 矩

限制装置

!# !缓冲器 应装

!在大车"小车运

行 机 构 或 轨 道

端部!

应装

!在大车"小车运

行 机 构 或 轨 道

端部!

应装

!在大车"小车 运

行 机 构 或 轨 道

端部!

!$
! 夹 轨 钳 和

锚 定 装 置 或

铁鞋

宜装 !露天工作的 应装 !露天工作的 应装 !露天工作的

!%
!风速"风级

报警器

!B
! 支 腿 回 缩

锁定装置

!A
! 回 转 定 位

装置

!?
! 登 机 信 号

按钮
宜装 !具有司机室的 应装

! 司 机 室 设 于 运

动部分的

!@
! 防 倾 翻 安

全钩
应装

!单 主 梁 起 重 机

在 主 梁 一 侧 落 钩

的小车架上

!单 主 梁 龙 门 起

重 机 在 主 梁 一 侧

落钩的小车架上

!> !检修吊笼 应装
!在 司 机 室 对 面

靠近滑线一端

#=
! 扫 轨 板 和

支承架
应装

!动 力 驱 动 的 大

车运行机构上
!应装

!在 大 车 运 行 机

构上
应装 !大车运行机构上

#!
! 轨 道 端 部

止挡体
应装 应装 应装

##
! 导 电 滑 线

防护板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款要求

#$
! 倒 退 报 警

装置

#%
! 暴 露 的 活

动 零 部 件 的

防护板

宜装
!按本标准%"#"#%
款要求

!按本标准%"#"#%
款要求

宜装
!按本标准%"#"#%
款要求

#B
! 电 气 设 备

的防雨罩
应装 !露天工作的 应装 !露天工作的 应装 !露天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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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流动式起重机安全防护装置设置要求

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汽车起重机 轮胎起重机 履带起重机 铁路起重机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超载限制器 应装

# !力矩限制器

宜装
起重 量 小

于!A<的
宜装

起重 量 小

于!A<的

应装

起重量大

于 或 等 于

!A<的

应装

起重量大

于 或 等 于

!A<的

应装 宜装

$
! 上 升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
! 下 降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B
! 运 行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A
! 偏 斜 调 整

和显示装置

? !幅度指示器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
! 连 锁 保 护

装置

> !水平仪 应装

! 起 重 量

大 于 或 等

于!A<的

应装

! 起 重 量

大 于 或 等

于!A<的

!=
! 防 止 吊 臂

后倾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
! 极 限 力 矩

限制装置

!# !缓冲器

!$
! 夹 轨 钳 和

锚 定 装 置 或

铁鞋

!%
!风速"风级

报警器

!B
! 支 腿 回 缩

锁定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A
! 回 转 定 位

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
! 登 机 信 号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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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汽车起重机 轮胎起重机 履带起重机 铁路起重机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 防 倾 翻 安

全钩

!> !检修吊笼

#=
! 扫 轨 板 和

支承架

#!
! 轨 道 端 部

止挡体

##
! 导 电 滑 线

防护板

#$
! 倒 退 报 警

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
! 暴 露 的 活

动 零 部 件 的

防护板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
款要求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
款要求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
款要求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款要求

#B
! 电 气 设 备

的防雨罩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表&"&!其他类型起重机安全防护装置设置要求

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塔式起重机 门座起重机 升降机 电葫芦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超载限制器 宜装

! 起 重 能

力 小 于

#B<C的

应装 宜装 宜装 !动力驱动的

# !力矩限制器 应装

! 起 重 能

力等于或大

于#B<C的

应装

$
! 上 升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应装 应装

%
! 下 降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 按 本 标

准%"#"%款

要求

应装

! 按 本 标

准%"#"%款

要求

B
! 运 行 极 限

位置限制器
应装

! 在 吊 臂

幅 度 的 极

限位置

应装
! 在 上 下

极限位置

A
! 偏 斜 调 整

和显示装置

? !幅度指示器 应装 应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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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塔式起重机 门座起重机 升降机 电葫芦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 连 锁 保 护

装置
应装

! 在 动 臂

变 幅 机 构

与 吊 臂 的

支 持 停 止

器之间

应装

! 在 各 卸

料 口 的 门

与 吊 篮 的

升 降 机 构

之间

> !水平仪

!=
! 防 止 吊 臂

后倾装置
应装

! 动 臂 变

幅的

!!
! 极 限 力 矩

限制装置
应装

! 有 可 能

自 锁 的 旋

转机构

应装

! 有 可 能

自 锁 的 旋

转机构

!# !缓冲器 应装
! 在 变 幅

机构
应装

!$
! 夹 轨 钳 和

锚 定 装 置 或

铁鞋

应装 应装

!%
!风速"风级

报警器
应装

! 臂 架 铰

点 高 度 大

于B=C 时

应装

! 金 属 结

构 高 度 等

于 或 大 于

$=C 时

!B
! 支 腿 回 缩

锁定装置

!A
! 回 转 定 位

装置

!?
! 登 机 信 号

按钮
宜装

! 司 机 室

在 上 部 并

且 设 在 运

动部分的

宜装

! 司 机 室

设 在 运 动

部分的

!@
! 防 倾 翻 安

全钩

!> !检修吊笼

#=
! 扫 轨 板 和

支承架
应装 应装

#!
! 轨 道 端 部

止挡体
应装 应装 应装

##
! 导 电 滑 线

防护板
应装

! 采 用 滑

线 导 电 机

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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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安 全 防 护

装置名称

塔式起重机 门座起重机 升降机 电葫芦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要求

程度
要求范围

#$
! 倒 退 报 警

装置

#%
! 暴 露 的 活

动 零 部 件 的

防护板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
款要求

应装

! 按 本 标

准 %"#"#%
款要求

#B
! 电 气 设 备

的防雨罩
应装 应装 应装

! 露 天 工

作的

表B)$"表B)%和 表B)B中 的 !本 标 准#是 指 )起 重 机 械 安 全 规 程*
%&’A=A?.@B’$其中&

!%"#"%款!下降 极 限 位 置 限 制 器$在 吊 具 可 能 低 于 下 极 限 位 置 的

工作条件下$应保证吊具下降到极限位置时$能自动切断下降的动力源$
以保证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不少于设计所规定的圈数(

"%"#"##款!导电滑线防护板(

O" 桥式起重机司机室位于大车滑线端时$通向起重机的 梯 子 和 走 台

与滑线间应设置防护板,

U" 桥式起重机大车滑线端 的 端 梁 下$应 设 置 防 护 板$以 防 止 吊 具 或

钢丝绳与滑线的意外接触,

8" 桥式起 重 机 作 多 层 布 置 时$下 层 起 重 机 的 滑 线 应 沿 全 长 设 置 防

护板,

Z" 其他使用滑线的起重机$对易发生触电的部位应实质防护板(

#%"#"#%款!起重机上外露的"有伤人可能的活动零部件$如开式

齿轮"联轴器"传动 轴"链 轮"链 条"传 动 带"皮 带 轮 等$均 应 设 置 防

护罩(
!五"起重机检验与检查

%!’下述情况$应对起重机按照有关标准试验合格(

! 正常工作的起重机$每两年进行一次(

" 经过大修"新安装及改过的起重机$在交付使用前(

# 闲置时间超过一年的起重机$在重新使用前(

$ 经过暴风"大地震"重大事故后$可能使其强度"刚度"构 件 稳

定性"机构重要性能等受到损害的起重机(
%#’对在用起重机应按照本标准规定进行经常性检查及定期检查$检

查周期及主要检查内容见表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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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用起重机的检查周期及主要检查内容

类!别 检 查 周 期 主!要!检!查!内!容

经常性检查

!应根据工作繁重"环

境恶 劣 程 度 确 定 检 查

周期$但不得少于每月

一次

!!" 起重机正常工作的技术性能

!#" 所有的安全防护装置

!$" 线路"罐"容器阀"泵"液 压 或 气 动 部 件 的 泄 漏 情 况

及工作性能

!%" 吊钩"吊钩螺母及防松装置

!B" 制动器性能及零部件的磨损情况

!A" 钢丝绳磨损和尾端的固定情况

!?" 链条的磨损"变形"伸长情况

!@" 捆绑"吊挂链及钢丝绳和辅具

定期检查

!应根据工作繁重"环

境恶 劣 程 度 确 定 检 查

周期$但不得少于每年

一次

!!" 经常性检查的全部内容

!#" 金属机构的变形"裂 纹"腐 蚀 及 焊 缝"铆 钉"螺 栓 等

的连接情况

!$" 主要零部件的磨损"裂纹"变形等情况

!%" 指示装置的可靠性和精度

!B" 动力系统和控制器

第二节!锅炉安全要求

锅炉是指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又将热能传递给水"汽"导热

油等工质$从而产生蒸汽"热气或通过导热工质输出热量的设备$是一种

应用广泛的特种设备(
目前$已经制定和颁布了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蒸汽锅炉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若干规程和有关锅炉安全的技术标准(
一! 锅炉的分类

%!’按照用途分为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生活锅炉"机车锅炉"船舶

锅炉等(
%#’按照锅炉产生的蒸汽压力分为高压锅炉"中压锅炉"低压锅炉(
%$’按照锅炉蒸发量分为大型锅炉"中型锅炉和小型锅炉(
%%’按照载热介质分为蒸汽锅炉"燃油锅炉和有机载体锅炉(
%B’按照热能来源分为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和废热锅炉(
%A’按照锅炉结构分为锅壳式锅炉和水管(
%?’按照蒸发段工质循环动力分为自然循环锅炉"强制循环锅炉和直

流锅炉(
二! 锅炉的工作特性和危险性

%!’具有爆炸性!锅炉载运行中发生破裂$导致物理爆炸$造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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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和经济损失(
%#’易于损坏性!由于锅炉是在高温"高压的恶劣工况下运行$因而

易于发生损坏(如不能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就可能导致事故(
%$’连续运行性!作为动力源$一般要求锅炉连续运行$不能任意停

车$否则会影响 正 常 生 产 和 生 活(造 成 较 大 的 间 接 损 失$甚 至 导 致 恶 劣

后果(
三! 锅炉主要受压元件安全要求

!一"锅壳式锅炉各受压元件的安全技术要求

锅壳式 锅 炉 系 指 有 !外 壳#的 锅 炉(这 一 类 锅 炉 的 汽 水 系 统 和 风"
烟"煤燃烧系统均被 !包#在锅壳内部(锅炉本体结构的受压元件主要有

锅壳"炉胆 %受外压’"封头"管板和 a 形下脚圈等(其安全技术要求见

表B)?(

表&"(!锅炉各受压元件的安全技术要求

受 压 元 件 安!全!技!术!要!求

锅壳

!锅壳多是用钢板卷焊而成的(当锅壳内径大于!===CC 时$锅壳筒体的

取用壁厚应不小于ACC,当锅壳内径不超过!===CC 时$锅壳筒体的取用

壁厚应不小于%CC(如果壁厚太薄$将给加工带来一定困难$难以保 证 工

艺质量(如采用焊接时易于焊穿$管子与筒体采用胀接时$难以胀牢

炉胆

!炉 胆 内 径 不 超 过 !@==CC 时$其 取 用 壁 厚 应 不 小 于 @CC$且 不 大 于

##CC,当炉胆内径小于或等于%==CC 时$其取用壁厚应不小于ACC(对

炉胆最大壁厚加以限制$是考 虑 到 炉 胆 受 火 焰 或 高 温 烟 气 加 热$为 了 防 止

其产生过大的温差应力$只有限制其最大壁厚(另外$炉胆的直径越大$其

稳定性就越差

管板"封头
!管板"封头最好用整块钢 板 制 成(如 果 采 用 拼 接 时$拼 接 焊 缝 的 数 量 应

符合有关规定$且不得布置在板边圆弧上$并应避免通过板边孔口

焊缝及焊接接头

!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A3NO的 锅 壳 式 锅 炉$其 管 板 与 炉 胆"锅 壳 可 采

用 (形接头的对接连接$但必须采用全焊透的接头 型 式$且 坡 口 需 经 机 械

加工(a 形下脚圈的拼接焊缝应按直径方向布置$两焊缝中心线间最短弧

长必须大于$==CC

!锅壳和炉胆上相邻两筒节的纵向焊缝$以及封头"管板"炉胆顶或下脚圈

的拼接焊缝与相邻筒节的纵向焊缝都不应彼此相连$以保证焊接起弧与收

弧处的焊接质量(另外焊缝 中 心 线 外 圆 弧 长 至 少 应 为 较 厚 钢 板 厚 度 的$
倍$且不小于!==CC

开孔

!各受压元件上的 焊 接 管 孔"胀 接 管 孔 不 得 开 在 焊 缝 上(锅 壳 内 径 大 于

!===CC 的锅壳式锅炉$应 在 筒 体 或 封 头 上 开 设 人 孔,锅 壳 内 径 为@==4
!===CC 的锅壳式锅炉$至少应在筒体或封头上开设一个头孔(椭 圆 形 人

孔不应小于#@=CCQ$@=CC,椭圆形头孔不得小于##=CCQ$#=CC$颈部

或孔圈高度不 应 超 过 !==CC$以 保 证 检 验 人 员 头 部 伸 入 头 孔 后 能 转 动

自由!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二"水管锅炉各受压元件的安全要求

水管锅炉本体结构的主要受压元件有锅筒"集箱及各种受热面管子(
水管锅炉的结构特点是炉膛置于筒体之外$!炉#不受 !锅#的限制$可

以满足燃烧及增加蒸发量的要求,锅筒一般不直接受热$水的预热"汽化

及蒸汽过热在不同的 受 热 面 中 完 成$因 此 其 传 热 性 能 及 安 全 性 能 都 显 著

改善(
!" 锅筒

锅筒是锅炉最重要的一个部件(锅筒外部或直接连接受热面管子$或

通过连接管和集箱连接受热面管子,内部则装设各种内件$如配水装置"
汽水分离装 置"加 药 装 置"排 污 装 置 等$锅 炉 主 要 的 安 全 附 件...安 全

阀"压力表"水位表等$也都装设在锅筒外部(
锅筒一般是卷焊结构$即由钢板卷制焊接的圆筒体$两端焊上冲压成

型的凸形封头(锅筒拼接时$筒体最短一节的长度不宜小于$==CC,每

节筒体上的纵向焊缝不得多于#条$且#条焊缝中心线间的弧长不应小于

$==CC,各节筒体的纵 向 焊 缝$以 及 封 头 的 拼 接 焊 缝 与 相 邻 筒 节 的 纵 向

焊缝均应互相错开$两焊缝中心线间外圆弧长不应小于较厚钢板厚度的$
倍$且不小于!==CC(封头应尽 量 用 整 块 钢 板 制 成$若 必 须 拼 接 时$只

允许用#块钢板拼成,拼接焊缝不应布置在人孔板边圆弧上(
在任何情况下$锅筒筒体的取用壁厚不得小于ACC,当受热面管与

锅筒采用胀接连接时$锅筒筒体的取用壁厚不得小于!#CC(
锅筒内径大于或等于@==CC 的水管锅炉$应在筒体或封头上开设人

孔,锅筒内径小于@==CC 的水管锅炉$至少应在筒体或封头上开设一个

头孔(
#" 集箱

也叫联箱$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部件$而是水冷壁"省煤器"过热器等

部件的组成部分(实 际 上$集 箱 就 是 连 接 有 很 多 受 热 面 管 子 的 粗 直 径 管

子$它由无缝钢管加工而成$两端焊接平封头 %端盖’(集箱拼接时$环

向焊缝数&当集箱长度小于或等于BC 时$不应超过!条,长度大于BC
但小于!=C 时$不应超过#条,长度大于!=C 时$不应超过$条(集箱

上支吊装置的焊缝位置$应距拼接焊缝边缘!==CC 以上(
$" 水冷壁

在水管锅炉的炉膛内$贴墙布置的立置单排并列管$叫水冷壁(水冷

壁的形状因炉膛的形状而异(水冷壁管子上端有的直接连接到锅筒上$有

的通过集箱连接到锅筒上,水冷壁管子下端连接到下集箱上(根据相邻的

单排水冷壁管间的关系$可把水冷壁分成光管水冷壁和鳍片管水冷壁 %膜

式壁’两种(光管水冷壁相邻的管子间有一定间隙$互不接触,鳍片管水

冷壁相邻的管间用鳍 片 连 接 在 一 起$使 水 冷 壁 管 形 成 一 个 连 续 的 金 属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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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避免在相同的温度下$因鳍片与管子膨胀量不一致$产生过大的附

加应力$导致鳍片将管子拉裂$要求鳍片与管子材料的膨胀系数应相近(
此外$鳍片的宽度应保证在锅炉运行中鳍片各部分的温度不超过所用材料

的许用温度(
%" 对流管束

布置在炉膛出口之外对流烟道中的管群$是低压水管锅炉的主要受热

面之一(对流管束的两端分别焊接或胀接到上下锅筒上$水在管束内受热

不同的管子中循环流动(
B" 省煤器

锅炉为节省燃料而布置在尾部烟道中的辅助受热面$常用的省煤器有

铸铁式省煤器和钢管式省煤器两种(铸铁式省煤器由许多带鳍片的铸铁直

管组成$各管之间用弯头连接(铸铁的耐磨性"耐腐蚀能力较强$但铸铁

性脆$不能承受振动和冲击$故不允许水在其中沸腾$一般规定它的出水

温度应比锅筒内饱和水温度低#=4B=J(钢管式省煤器由许多平行的蛇

形无缝钢管组成$蛇形管多交错排列以增强传热效果(钢管式省煤器不仅

可以将管内的水加热至饱和温度$还可以产生部分蒸汽$产生的蒸汽通常

占总给水量的!=K4!BK$最高可达#BK(钢管式省煤器可以承受较高

的压力和振动$但其耐腐蚀性能和磨损的性能较差$且蛇形管内部难于清

洗(由于给水在省 煤 器 内 已 部 分 蒸 发$因 此 钢 管 式 省 煤 器 对 水 质 要 求 较

高$给水必须除氧(
A" 蒸汽过热器

其作用是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将饱和蒸 汽 继 续 加 热 到 规 定 的 过 热

温度(过热器是由一组弯成蛇形的无缝钢管和与之 相 连 的 进"出 口 集 箱

所组成$进口集箱以管道与上锅筒相连$出口集箱以 管 道 与 锅 炉 分 汽 缸

或主汽阀相连(过热器与集箱的连接有胀接和焊接 两 种$目 前 大 都 采 用

焊接(采用胀接时$集箱上应开有手孔(用作过热 器 的 无 缝 钢 管$要 根

据蒸汽 压 力"蒸 汽 温 度 和 过 热 器 在 炉 膛 或 烟 道 内 所 处 位 置 的 温 度 来

决定(
为保证过热器在锅炉启动及甩负荷时有 足 够 的 冷 却$应 采 取 向 空 排

汽"装设蒸汽旁通管路或限制烟温等措施(因此过热 器 出 口 集 箱 上 应 装

排汽阀,当锅炉 同 时 装 有 过 热 器 和 再 热 器 时$采 用 蒸 汽 旁 通 管 路 效 果

更好(
?" 空气预热器

是利用锅炉尾部烟气的余热来加热空气的一种换热设备$空气通过空

气预热器$可升温至燃料燃烧所需要的温度(空气预热器的种类很多$通

常采用的是管式空气预热器(它由许多竖向的"相互平行的有缝薄壁钢管

制成$管子两端连接到上"下管板上$形成立方形管箱$再由若干管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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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构成整个空气预热器(在设计制造管式空气预热器时$管板的尺寸

应与烟道截面相配合$管子应平行分布$管子直径"节距"管数的选择$
必须保证有适当的烟气流速(

四! 锅炉本体结构的安全要求

从设计角度考虑锅炉的安全可靠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承压部件

要有足够的强度$且使结构各部分受力尽量均匀合理$减少应力集中,受

热系统及部件的胀缩要不受限制,受热系统及部件要得到可靠的冷却(具

体要求如下(
!" 各部分在运行时应能按设计预定方向自由膨胀

锅炉在运行中$各个部件受到火焰或高温烟气的加热$将会产生两种

情况的膨胀$即受压部件与支架间$因温度不同引起的相对膨胀,受压部

件之间$因温度不同引起的相对膨胀(当受热膨胀受阻$部件不能自由胀

缩时$就会在受压部件中产生附加弯曲应力$使其工作条件更加恶劣(因

此在锅炉设计时$必须考虑各部件的受热膨胀问题(例如$对于较长的受

压部件 %如较长的锅筒"集箱’要有活动支座,对于长的管子或管道要采

用柔性结构 %要有弯曲部分’$禁止采用刚性结构,受压件伸入炉墙或穿

过炉墙时$要留有伸缩缝(
#" 保证各循环回路的水循环正常

保证各循环回路的水循环正常$使锅炉各受热面在锅炉运行时得到可

靠的冷却$是锅炉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受热面冷却不够而导致

过热$会使受热面材料力学性能下降$金相组织恶化$缩短使用寿命$甚

至发生事故(
受热面的冷却有两种方式&一是冷却介质要有足够的流速$以便及时

将火侧 %或烟气侧’传来的热量带走(对于自然循环的锅炉$水循环正常

就可以保证蒸发受热面的冷却(而过热器和省煤器等受热面的冷却$主要

取决于介质的流速和介质分配的均匀性(二是火界低于水位$保证受热面

始终处于水位之下$从而使受热面得到冷却(
$" 承压部件应有足够的强度

要保证承压部件具有足够的强度$就必须按照现行规范进行计算(锅

炉承压部件的强度包括静强度和疲劳强度()水管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规定$对于频 繁 启 动 的 工 业 锅 炉$除 按 现 行 强 度 计 算

标准进行静强度计算外$还要进行疲劳校核(
%" 避免或减少复合应力和应力集中

这主要是靠规范地设计承压元"部件的结构形式$合理地布置开孔和

焊缝的位置(因为在锅炉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部应力较高或对

部件的强度有所削弱的结构$如承压元件上的开孔接管"转角"焊缝等部

位(由于结构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在这些部位$特别是孔边产生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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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开孔产生的附加应力与其他应力叠加而产生更高

的局部应力$必 须 对 开 孔 的 位 置 加 以 限 制(同 样$焊 缝 的 布 置 也 应 有 限

定$以防止焊接残余应力与其他应力叠加(
B" 炉膛的结构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特别是燃用煤粉"油"气的锅炉$必须保证其炉膛具备足够的超载能

力$这样一旦发生炉膛爆炸$可以减轻对炉膛的破坏程度(炉膛承载能力

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锅炉钢架的尺寸(承载能力越高$钢架的承载越大$
耗钢量上升$锅炉成本上升(

A" 炉墙应有良好的密封性

炉墙的密封性既是经济问题又是安全问题$特别是炉膛炉墙的密封状

况$直接影响着燃烧工况(炉膛的炉墙漏风$对炉膛正压燃烧产生一定影

响$不利于锅炉的安全运行,其次$冷空气的漏入增加了排烟热损失$降

低锅炉热效率,此外$还会导致炉膛内结焦"结渣(
?" 承重结构在承受设计载荷时$应具有足够的强 度"刚 度"稳 定 性

及防腐蚀性

@" 便于安装"运行操作"检修和清洗内部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合理地设置各种门孔"平台和扶手(
>" 炉膛和燃烧器的结构及布置应与所设计的煤种相适应

炉膛结焦或结渣往往会导致炉膛爆炸事故的发生(因此$燃用煤粉的

锅炉$其炉膛和燃烧器的结构及布置应与所设计的煤种相适应$并防止炉

膛结焦或结渣(
五! 主要锅炉安全装置

锅炉的安全装置$又称安全附件$是保证锅炉安全运行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件(锅炉的安全装置较多$其中安全阀"压力表和水位表被称为锅炉

的三大安全附件(
!一"安全阀

安全阀是锅炉设备中重要的安全附件之一(它的作用是当锅炉压力超

过预定的数值时$安全阀自动开启$排汽泄压$将压力控制在允许范围之

内$同时发出警报,当压力降到允许值后$安全阀又能自行关闭$使锅炉

在允许的压力范围内继续运行(
!" 安全阀的选用

安全阀的工作特性取决于其结构型式$要根据不同的工作条件 %压力

参数’$选择不同类型的安全阀(弹簧式安全阀主要用于低压 %压力不大

于#"B3NO’锅炉$考虑到弹簧的滞后作用$锅炉选用弹簧式安全阀应是

全启式,杠杆 式 安 全 阀 一 般 多 用 于 中 压 %压 力 为#">4%">3NO’锅 炉,
对于高压及以上的锅炉$多采用控制式安全阀$如脉冲式"气动式"液动

式和电磁式等(额定蒸汽压力小于或等于="!3NO的锅炉可以采用静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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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
#" 安全阀的安装

安全阀的安装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安全阀的安装位置!安全阀应该铅直安装$并应安装在锅筒 %锅

壳’"集箱的最高位置(安全阀的安装位置还应该考虑便于它的日常检查"
维护和检修(

%#’安全阀的连接方式!采用法兰连接的安全阀$连接螺栓必须均匀

地上紧,采用螺纹连接的弹簧式安全阀$其规格应符合 )弹簧式安全阀参

数*%+’##=#’的要求(此时$安全阀应与带有螺纹的短管相连接$而短

管与锅筒 %锅壳’或集箱的筒体应采用焊接连接(
%$’安全阀的排放要求!安全阀的排汽管应直通安全地点(排汽管要

予以适当地固定$以防止因排汽振动而造成排汽管振动疲劳(为及时将排

汽管内蒸汽凝结的水排出$以免发生水击现象$排汽管底部要装有接到安

全地点的疏水管(在排汽管和疏水管上都不允许装设阀门(
$" 安全阀的维护

使用过程中应加强对安全阀的维护保养(
%!’经常保持安全阀的 清 洁$防 止 阀 体 弹 簧 等 被 污 垢 所 粘 满 或 被 锈

蚀$防止安全阀排汽管被异物堵塞(
%#’经常检查安全阀的铅封是否完好$检查杠杆式安全阀的重锤是否

有松动"被移动以及另挂重物的现象(
%$’发现安全阀有渗漏迹象时$应及时进行更换或检修(禁止用增加

载荷的方法 %例如加大弹簧的压缩量或移动重锤"加挂重物等’减除阀的

泄漏(
%%’为了防止安全阀的阀瓣和阀座被水垢"污物粘住或堵塞$应定期

对安全阀做手动排放试验(
!二"压力表

压力表是显示锅炉汽水系统压力大小的仪表(严密监视锅炉受压元件

的承压情况$把压力控制在允许的压力范围之内$是锅炉实现安全运行的

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
!" 压力表的选用

%!’压力表的精度是以它的允许误差占表盘刻度极限值的百分数表示

的$其大小主要取决于锅炉的工作压力(工作压力小于#"B3NO的锅炉$
精度一般不应低于#"B级,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B3NO的锅炉$精度一

般不低于!"B级(
%#’压力表的量程应与 锅 炉 的 工 作 压 力 相 适 应$一 般 为 工 作 压 力 的

!"B4#"B倍$最好为锅炉工作压力的#倍(
%$’压力表的表盘直径应保证司炉人员能清楚地看到压力指示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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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直径不应小于!==CC,如果压力表离岗位较远$表盘直径还应增大(
#" 压力表的装设

%!’压力表的安装位置!每台蒸汽锅炉必须装有与锅筒 %锅壳’蒸汽

空间直接相连接的压力表$还应在给水调节阀前"可分式省煤器出口"及

过热器出口和主汽阀之间装设压力表(每台热水锅炉的进水阀出口和出水

阀入口都应装设一个 压 力 表,循 环 水 泵 的 进 水 管 和 出 水 管 上 也 应 装 设 压

力表(
压力表应装设在便于观察和冲洗的位置$并应防止受到高温"冰冻和

振动的影响(
%#’存水弯管和三通阀门的装设!为避免蒸汽直接进入压力表的弹簧

管内而使弹簧受热变形$并减少因介质波动对压力表指示值的影响$压力

表应有存水弯管,为了便于冲洗管路"卸换"校验压力表$在压力表和存

水弯管之间应装设三通阀门(
%$’明确指示工作压力!为使司炉人员随时警惕锅炉发生超压事故$

压力表在使用前$应在刻度盘上划红线$明确指示出工作压力(
$" 压力表的维护

%!’压力表应保持洁净$表盘上的玻璃应明亮清晰$使表盘内指针指

示的压力值能清楚易见(
%#’压力表的连接管要定期吹洗$以免堵塞(
%$’经常检查压力表指针的转动和波动是否正常,检查压力表的连接

管是否有漏水"漏汽的现象(压力表一般每半年至少校验一次(校验应符

合国家计量部门的有关规定(压力表校验后应封印$并注明下次的校验日

期(如发现压力表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停止使用&

! 有限止钉的压力表在无压力时$指针转动后不能回到限止钉处(

" 没有限止钉的压力表在无压力时$指针离零位的数值超过压力表

规定的允许误差(

# 表面玻璃破碎或表盘刻度模糊不清$封印损坏或超过校验有效期$
表内泄漏或指针跳动(

!三"水位表

水位表是用来显示锅筒 %锅壳’内水位高低的仪表(锅炉操作人员可

以通过水位表观察并相应调节水位$防止发生锅炉缺水或满水事故(
!" 水位表的型式及适用范围

水位表的结构型式有很多种$蒸汽锅炉上通常装设较多的是玻璃管式

和玻璃板式两种(上锅筒位置较高的锅炉还应加装远程水位显示装置$目

前使用得较多的远程水位显示装置是低地位水位表(
#" 水位表的安全技术要求

一般每台锅炉至少应装#个彼此独立的水位表(水位表的结构和装置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水位表和锅筒之间的汽水连接管上$应装有阀门(阀门在锅炉

运行中必须处于全开的位置(
%#’水位表和锅筒之间的汽水连接管$内径应符合规定要求$以保证

水位表灵敏准确(
%$’连接管应尽可能地短$以减小连接管的阻力(
%%’阀门的流道直径及玻璃管的内径都不得小于@CC(
水位表要有下列标志和防护装置(
%!’水位表应有指示最高"最低安全水位和正常水位的明显标志(
%#’玻璃管式水位表应有防护装置 %如保护罩"快关阀"自动闭锁珠

等’$但不得妨碍观察真实水位(
%$’水位表应有放水阀门和接到安全地点的放水管(

$" 水位表的维护

%!’经常保持水位表清洁明亮$使操作人员能清晰地观察到其显示的

水位(
%#’经常冲洗水位表(
%$’水位表的汽"水旋塞和放水旋塞应保证严密不漏(
六! 对锅炉房的安全要求

锅炉一般应装在单独建造的锅炉房内,与其他建筑物的距离应符合安

全要求,锅炉房每层至少应有两个出口$分别设在两侧(锅炉房通向室外

的门应向外开$在锅炉运行期间不准锁住或闩住$锅炉房内工作室或生活

室的门应向内开(
七! 锅炉定期检验

所谓 !锅炉检验#是指按照规程"标准的规定$由持证的专 %兼’职

检验人员对在用锅炉的安全状况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试验$包括外部检验"
内部检验和水压试验(其目的是为了查清锅炉设备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并

消除设备缺陷和隐患$以避免锅炉在运行中发生事故(这是保证锅炉在运

行期间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重要措施(

!" 外部检验

外部检验是指锅炉在运行状态下的检验(检验的主要内容为&安全附

件"自控仪表"保护装置是否灵敏可靠,人孔"手孔"检查孔以及汽"水

阀门"法兰和管道是否漏水"漏汽,辅机运行是否正常和本体的可见部分

有无变形"严重结焦"结渣等明显缺陷(
在锅炉运行过程中$司炉人员和锅炉管理人员应不定期对锅炉进行外

部检验$每年至少一次(此外在锅炉进行停炉内部检验后$也应再进行外

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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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检验

内部检验$也称停炉检验$是在锅炉停止运行的状态下$对锅炉内外

部进行的全面检查(一般在锅炉检修"洗炉前后进行(通过内部检验$可

以查出锅炉运 行 时 无 法 查 到 的 缺 陷 和 隐 患$如 受 热 面 的 磨 损"腐 蚀"破

裂"变形等$同时也要检查安全附件状况$并对锅炉设备状况做出全面评

价$对存在的缺陷 要 分 析 原 因 和 提 出 处 理 意 见$最 后 确 定 锅 炉 能 否 继 续

使用(
按照规程要求$每#年应对运行的锅炉进行一次停炉检验$重点检验

锅炉受压元件有无裂纹"腐蚀"变形"磨损,各种阀门"胀孔"铆缝处是

否有渗漏,安全附件是否正常"可靠,自动控制"讯号系统及仪表是否灵

敏可靠等(
除定期检验外$锅炉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内部检验&

! 移装锅炉投入运行前(

" 锅炉停止运行一年以上$恢复运行前(

# 受压元件大修或改造后以及重新运行一年后(

$ 根据上次内部检验结果和锅炉运行情况$对设备安全可靠性有怀

疑时(
$" 水压试验

水压试验是锅炉检验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水压试验不能代替锅炉其

他检验方法$而且绝对不能用水压试验确定锅炉的工作压力 %水压试验在

常温下进行$而锅炉运行是处于高温条件下’(
规程规定$每A年对锅炉进行一次水压试验$检验锅炉受压元件的严

密性和耐压强度(新装"迁装"停用!年以上需恢复运行的锅炉$以及受

压元件经过重大修理的锅炉$也应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按照 )锅炉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定的试验压力进行(水压试验前$应首先进行锅炉

内外部检验(

第三节!压力容器!气瓶及压力管道安全要求

压力容器"气瓶及压力管道都属于特种设备$目前已经制定和颁布了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溶解乙炔气

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若干国家技术标准(
一! 压力容器安全要求
!一"压力容器概述

压力容器是一种能承受压力载荷的密闭容器$它的主要作用是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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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有压力的气体或液化气体$或者为这些流体的传热"传质反应提供一

个密闭的空间(目前我国纳入安全监察范围的压力容器应同时具备下列$
个条件&

! 最高工作压力)7#="!3NO %表压’(

" 内直径*E#="!BC$且容积+#="#BC$(

# 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或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等于标准沸点

的液体(
压力容器具有各式各样的形式结构$从小至只有几十升的瓶或罐$到

大至上万立方米的球形容器或高达上百米的塔式容器$在工业生产中都得

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中$几乎每一个工艺过程都

离不开压力容器$而且它们还常常是生产中的主要设备(
!二"压力容器的分类

!" 按工作压力划分

%!’低 压 容 器 %="!3NO$)$!"A3NO’$多 用 于 化 工"机 械 制 造"
冶金采矿等行业(

%#’中压容器 %!"A3NO%)$!=3NO’$多用于石油化工行业(
%$’高压容器 %!=3NO%)$!==3NO’$主要用于氮肥工业和一部分

石油化工行业(
%%’超高压容器 %)#!==3NO’$主要是高分子聚合设备(

#" 按工艺用途划分

%!’反应容器$如反应锅"合成塔"聚合釜等(
%#’换热容器$如热交换器"冷却塔$蒸煮锅等(
%$’分离容器$如分离器$吸收塔$洗涤器等(
%%’储存容器$如储罐"压力缓冲器等(

$" 从管理使用的角度划分

常把压力容器分为两大类$即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移动式容器

%如气瓶"槽车等’没有固定的使用地点$一般没有专责的管理和操作人

员$使用环境经常变化$管理较为复杂$因而较易发生事故(我国对这两

类容器分别制定不同的管理章程和技术标准"规范(

%" 按便于安全技术监察和管理划分

在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中$根据压力高低"介质的危害程

度及在生产运行及安全的特点$将压力容器分为三类$即第一类容器"第

二类容器和第三类容器$其中第三类容器最为重要$要求也最为严格(具

体分类见表B)@(
!三"压力容器安全设计的基本要求

压力容器安全设计的首要问题是保证有足够的安全可靠性(因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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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压力容器分类

压力容器的类型 具!体!的!分!类

第一类压力容器 低压容器

第二类压力容器

!!" 中压容器

!#" 低压容器%仅限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的介质’

!$" 低压反应容器和低压储存容器%仅限易燃或毒性为中度危害的介质’

!%" 低压管壳式余热锅炉

!B" 低压搪玻璃压力容器

第三类压力容器

!!" 高压容器

!#" 中压容器%仅限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的介质’

!$" 中压储存 容 器%仅 限 易 燃 或 毒 性 为 中 度 危 害 的 介 质$且 )+ 乘 积 #
!=3NO1C$’

!%" 中压反应 容 器%仅 限 易 燃 或 毒 性 为 中 度 危 害 的 介 质$且 )+ 乘 积 #
="B3NO1C$’

!B" 低压容器%仅 限 毒 性 程 度 为 极 度 和 高 度 危 害 的 介 质$且 )+ 乘 积 #
="#3NO1C$’

!A" 高压"中压管壳式余热锅炉

!?" 中压搪玻璃压力容器

!@" 使用强度级别较高%指相应标准中抗拉强度规定值#B%=3NO的材料

制造的压力容器’

!>" 移动式压力容器$包括 铁 路 罐 车%介 质 为 液 化 气 体"低 温 液 体’"罐 式

汽车%液化气体运输半挂车"低 温 液 体 运 输 半 挂 车"永 久 气 体 运 输 半 挂 车’
和罐式集装箱%介质为液化气体"低温液体等’

!!=" 球形储罐%容积#B=C$’

!!!" 低温液体储存容器%容积&BC$’

时需根据给定的工艺条件$考虑制造"安装"检修的方便$从适应生产能

力"保证强度"正确选材"结构合理等主要方面出发$实现安全可靠的设

计要求(国家标准 )钢制压力容器*%&’!B=.!>>@’对钢制压力容器的

材料"制造"检验和验收做了明确规定(
!" 材料选用

压力容器选材时$不仅要从容器的制造方面来考虑$即要求它容易加

工成形$在工艺加工过程中不易产生缺陷,而更主要的是要从使用条件方

面来考虑$即要求它对使用环境$包括所接触的工作介质"压力"温度和

载荷特性等操作条件$甚至包括装设地区的地理环境 %气温"湿度’$具

有必需的适应能力(
%!’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基本要求!目前用以制造压力容器的材料$主

要是各种碳钢和合金钢(需要控制的力学性能指标主要是强度指标"塑性

指标和韧性指标(
强度是指材料抵抗外力作用避免引起破坏的能力(强度指标是设计中

决定许用应力的重要依据(常用的强度指标有强度极限#U 和屈服极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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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工作时$还要考虑蠕变极限#: 及持久极限#Z(材料的塑性指标表

征它在外力作用下塑 性 变 形 的 能 力$一 般 用 断 裂 前 塑 性 变 形 的 大 小 来 衡

量(表示材料塑性的指标主要是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表示材料韧性

的指标$目前多 用 冲 击 值 ,G %冲 击 韧 性’$它 表 征 材 料 抵 抗 冲 击 功 的 能

力(,G 值还对材料的脆性转变情况十分敏感$低温冲击韧性试验能检验

钢的冷脆性(所以$工作温度较低的压力容器$对钢材的冲击韧性有具体

要求(
制造压力容器的材料$首先要求它具有较高的强度$但高强度钢往往

塑性和韧性较差$焊接时也容易产生裂纹等缺陷(同时$某些介质的应力

腐蚀对高强度钢也比较 敏 感(因 此 必 须 根 据 容 器 的 使 用 条 件 %压 力"温

度"介质特性等’选用材料$不能盲目追求高强度(
%#’对制造工艺性能的要求!主要考虑冲压性能"焊接性能和热处理

性能(
冲压性能主要是指材料冷塑性变形的能力(冲压性能好的材料冲压加

工时容易变形和形状固定$而且不会因较大的塑性变形而在构件上产生裂

纹等缺陷(冲压性能与材料的塑性有关$一般来说$符合力学性能所要求

的塑性指标的材料$冲压性能都可以满足冲压工艺的要求(
焊接性能 %或称可焊性’是指它在规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能否得到质

量优良的焊接接头的性质(钢的可焊性主要决定于它的化学组成$而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碳(钢中含碳量增加$塑性即下降$脆硬倾向也增大$容易

产生焊接裂纹(对碳钢和普通低合金钢而言$由于其他合金元素的含量基

本上变化不大$这些钢种的可焊性$可以由它的含碳量来决定(含碳量小

于="$K的碳钢和 含 碳 量 小 于="#BK的 低 合 金 钢$一 般 都 具 有 良 好 的 可

焊性(
%$’对耐腐蚀性能的要求!材料的耐腐蚀性能是指它在使用环境和操

作条件下抵抗工作介质对其腐蚀的能力(根据介质的种类不同$腐蚀过程

可以分为化学腐蚀和 电 化 学 腐 蚀 两 大 类(无 论 是 化 学 腐 蚀 还 是 电 化 学 腐

蚀$都是在特定的组合条件下产生的$某一介质只有在某种条件 %例如压

力"温度"浓度等’对某些材料产生腐蚀(材料的耐腐蚀性 %程度’用腐

蚀速度来表示$一般采用三级标准&腐蚀速度小于="!CC-O的$为耐腐

蚀性良好,腐蚀 速 度 为="!4!CC-O的$为 耐 腐 蚀 性 一 般 %可 用 材 料’,
大于!CC-O的$为耐腐蚀性差(对于压力容器来说$最严重"最危险是

应力腐蚀(因为这种腐蚀一般不在器壁表面产生明显的缺陷$也不造成壁

厚尺寸的减薄$不注意检查就不会发现$而应力腐蚀产生的裂纹常常导致

容器的断裂(
#" 对承压部件结构的要求

结构不良的承压部件$常存在很高的局部应力(虽然它不会使容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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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一次载荷或开始投入运行时立即破裂$但它可以在经过不太多次数的

反复加 载 和 卸 载 %包 括 压 力 与 温 度 的 大 幅 度 波 动’后 造 成 容 器 的 疲 劳

破裂(
%!’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为了避免容器在承载时产生过高的局部应

力$容器的结构$包括整体的和部件的结构设计都应符合以下原则&防止

结构上的形状突变$承压部件在几何形状突变或其他结构不连续处都会产

生较高的局部应力$应尽量避免,避免附加应力重叠$结构中能引起应力

集中或削弱强度的部位 %如容器壁开孔"转角"焊缝等处’$应相互错开,
避免过大的刚性结构$防止焊接构件自由胀缩受到约束(

%#’封头结构

! 封头的形状 和 尺 寸(压 力 容 器 的 凸 形 封 头 最 好 采 用 椭 圆 形 封 头$
并采用长短径比值 %即封头半径与高度之比’为#的标准椭圆形封头(采

用非标准型的椭圆形封头时$长短径之比不得大于#"A(在封头半径与高

度之比值相同的情况下$碟形封头要比椭圆形封头存在更大的弯曲应力$
因此应尽少采用(必须采用碟形封头时$过渡区的转角半径应不小于封头

内直径的!=K$且应不小于封头壁厚的$倍(无折边球形封头常使筒体

产生很大的附加弯曲应力$因此只适宜用于直径较小"压力较低的容器(
在任何情况下$无折边球形封头的球面半径都不得大于圆筒体的内直径(
锥形封头只有在容器生产工艺确实需要的情况下才采用(无折边的锥形封

头$锥体半顶角不得&$=D(锥体半顶角&$=D的 封 头$应 采 用 带 折 边 的$
而且它过渡部分的转角半 径 应 不 小 于 筒 体 %锥 体 大 端’内 径 的!=K$且

不小于锥体厚度的$倍$以免产生过高的附加弯曲应力(

" 封头与筒体的连接(凸形封头与筒体的连接应尽量采用对接焊接$
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焊接质量$也便于对焊缝缺陷进行检查(因受条件的限

制不得不采用塔接焊接时$应双面塔接(塔焊长度不应小于封头厚度的%
倍$且不小于#BCC(厚度不相等的凸形封头与筒体对接焊接时$应将厚

的焊件在对接处削成一斜坡$使其与较薄的焊件缓和过渡(削成的坡度不

宜过大$应%!-$(

# 开设检查孔的要求(为了便于对压力容器定期进行内部检验和清

扫$在容器上应开设必要的人孔"手孔"检查孔(内径#!==CC 的容器$
如果人不能利用端盖"接管等可拆装置进入器内的$应在筒体或封头上开

设一个人孔,B==CC%内径$!===CC 的容器$应开设一个人孔或两个手

孔,$==CC%内径$B==CC 的容器$至少应开设两个手孔(工作介质为

高温或有毒气体 的 压 力 容 器$为 了 避 免 介 质 喷 出 伤 人$承 压 部 件 的 人 孔

盖"手孔盖应采用内闭式$盖的结构应保证密封垫圈不会被气体吹出(

$ 开孔位置和尺寸的限制(壳体上所有的开孔都应与焊缝错开(开

孔边缘与焊缝的距离应不小于开孔处实际壁厚的$倍$且不小于!==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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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凸形封头上开孔时$孔的边缘与封头周边间的投影距离应不小于封头内

径的!=K(承压壳体上的开孔应为圆形"椭圆形或长圆形(如果 开 设 的

孔是椭圆或长圆形$孔的长短径之比值不应大于#$且孔的短径应设置在

筒体的轴线方向(
$" 对承压部件强度的要求

要保证压力容器安全运行$必须要求它的承压部件具有足够的强度$
即具有承受均匀压力而不被破坏 %包括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考虑容

器的强度时$既要考虑材料的#U$也要考虑#9(而且要注 意 的 是 金 属 材

料的屈服极限#9 在高于常温的条件下$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的(如

果容器的使用温度高至材料蠕变的温度$则还应该考虑材料的蠕变极限和

持久极限(压力容器常用钢材在不同温度下的强度性能指标可以在有关材

料手册中查到(
!四"压力容器制造质量要求

!" 制造缺陷与安全

%!’焊接缺陷!焊接缺陷主要有表面缺陷"气孔和夹渣"未焊透和未

熔合"裂纹及组织缺陷等几类(表面缺陷包括咬边"弧坑和擦伤"焊缝尺

寸不符合要求等,组织缺陷是难于发现而又十分危险的缺陷$包括过热"
过烧和疏松"淬硬性马氏体组织"奥氏体不锈钢的晶间腐蚀(

%#’加工成形与组装缺陷!加工成形与组装中产生的缺陷主要是几何

形状不符合要求$包括表面凹凸不平"截面不圆"接缝错边和对接接缝角

变形等缺陷(
%$’制造缺陷对容器安全的影响!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主要归

结为缺口"几何形状不连续及较大的附加内应力等$它们对壳体的安全使

用都有重要的影响(
#" 制造质量控制

%!’焊接工艺评定!焊接工艺评定是在压力容器焊接前$以所用钢材

的焊接性能试验为基础$根据压力容器结构特点"技术条件的要求$在与

产品实际制造条件相同条件下进行的焊接工艺验证性试验(焊接工艺评定

必须由压力容器制造单位完成$绝对不允许相互转让或借用(钢制压力容

器施焊前的焊接工 艺 评 定 应 符 合 )钢 制 压 力 容 器 的 焊 接 工 艺 评 定* %+’
%?=@.!>>#’的规定(考虑到容器使用条件各不相同$图样技术条件的要

求亦各不相同$故在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时$除要遵守相应标准"规程规定

外$还应满足产品图样技术条件的要求(焊接工艺评定完成后$应提出完

整的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并根据该报告和图样的要求制定焊接工艺规程(
如果改变材料"改变焊接方法或修改焊接工艺时$应按有关规定重新进行

焊接工艺评定(
%#’焊缝表面质量要求!压力容器焊缝的内外表面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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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缝的外形尺寸应符合技术标准和设计图样的规定(

" 焊缝和热影响区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弧坑和肉眼可见的夹渣

等缺陷$焊缝上的熔渣和两侧的飞溅物必须清除干净(

# 焊缝与母材应圆滑过渡(

$ 焊缝表面的咬边深度不得大于="BCC$咬边的连续长度不得大于

!==CC$焊缝两侧咬边的总长度不得超过该焊缝长度的!=K(

%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应符合技术标准和设计图样要求$外形应平

缓过渡(
%$’成形与组装!成形与组装允许偏差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焊缝返修!焊 缝 经 过 宏 观 检 查 或 无 损 探 伤 检 查 发 现 有 超 标 缺 陷

时$可以进行修补(但是经过多次熔焊以后$其内部组织和性能都会发生

改变$塑性和韧性降低$并重复产生缺陷(因此$同一部位的返修次数不

应超过#次$对经#次返修仍不合格的焊缝$如再进行返修$必须经制造

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B’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目的是消除焊接残余应力"防止冷裂

纹和改善焊接接头性能(压力容器承压部件是否必须进行焊后热处理$主

要决定于焊接应力的大小"材料对焊接裂纹的敏感性以及容器工作介质对

材料是否具有应力腐蚀的特性(器壁较厚的容器$如碳钢制造的容器壁厚

大于$%CC,低合金 钢 制 造 的 容 器$壁 厚 大 于$=CC %!A3:R’或 大 于

#@CC %!B3:IR’$必 须 进 行 焊 后 热 处 理(一 些 低 合 金 钢$如!B*T3S"
!@3:3S_UR等$对焊 件 裂 纹 敏 感 性 较 强$如 焊 后 不 及 时 进 行 热 处 理$
容易产生滞后裂纹(用这些材料制造的容器$也都必须进行焊后热处理(

!五"压力容器的安全装置

压力容器的安全装置是专指为了使压力容器能够安全运行而装设在设

备上的一种附属装置$所以又常称为安全附件(常用的安全泄压装置有安

全阀"爆破片,计量显示装置有压力表"液面计等(
!" 安全装置的设置原则

凡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适用范围内的专用压力容器$均应

装设安全泄压装置(在常用的压力容器中$必须单独装设安全泄压装置的

有以下几种(
%!’液化气体储存容器(
%#’压气机附属气体储罐(
%$’器内进行放热或分解等化学反应$能使压力升高的反应容器(
%%’高分子聚合设备(
%B’由载热物料加热$使器内液体蒸发汽化的换热容器(
%A’用减压阀降压后进气$且其许用压力小于压源设备 %如锅炉"压

气机储罐等’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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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装置的选用要求

%!’安 全 阀"爆 破 片 的 排 放 能 力 必 须 大 于 等 于 压 力 容 器 的 安 全 泄

放量(
%#’对易燃和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或中度危害介质的压力容器$应

在安全阀或爆破片的排出口装设导管$将排放介质排至安全地点$并进行

妥善处理(不得直接排入大气(
%$’压力容器设计时$如采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作为安全阀"爆破片

的调整依据$应在设计图样上和压力容器铭牌上注明(
%%’压力容器的压力表"液面计等应根据压力容器的介质"最高工作

压力和黏度正确选用(
$" 几种常用安全装置

%!’安全阀!安全阀的工作原理及结构型式$可参见锅炉安全装置有

关内容(但是由于化工压力容器内介质与锅炉不同$在设置安全阀时还应

注意以下几点&

! 当安全阀的入口处装有隔断阀时$隔断阀必须保持常开状态并加

铅封(

" 如果容器内装有两相物料$安全阀应安装在气相部分$防止排出

液相物料发生意外(

# 在存有可燃物料$有毒"有害物料或高温物料等的系统$安全阀

排放管应连接 %有针对性的’安全处理设施$不得随意排放(

$ 一般安全阀可就地放空$但要考虑放空口的高度及方向的安全性(
%#’爆破片!爆破片又称防爆片"防爆膜(爆破片装置由爆破片本身

和相应的夹持器组成(爆破片是一种断裂型安全泄压装置$由于它只能一

次性使用$所以其应用不如安全阀广泛$只用在安全阀不宜使用的场合(
如&放空口要求全量排放的场合,不允许介质有任何泄漏的场合,内部介

质容易因沉淀"结晶"聚合等形成黏着物$妨碍安全阀正常动作的场合,
系统内存在发生燃爆或者异常反应而使压力骤然增加的场合 %这种情况下

弹簧式安全阀由于惯性而不适用’(

! 爆破片的选用(压力容器应根据介质的性质"工艺条件及载荷特

性等来选用爆破片(首先要考虑介质在工作条件 %压力"温度等’下对膜

片有无腐蚀作用(如果介质是可燃气体$则不宜选用铸铁或碳钢等材料制

造的膜 片$以 免 膜 片 破 裂 时 产 生 火 花$在 容 器 外 引 起 可 燃 气 体 的 燃 烧

爆炸(

" 爆破片的装设(爆破片装置与容器的连接管线应为直管$通道面

积不得小于膜片的泄放面积,对易燃"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中度危害

介质的压力容器$应在爆破片的排出口装设导管$将排放介质引至安全地

点$并进行妥善处理$不得直接排入大气,爆破片应与容器液面以上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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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空间相连(

# 爆破片的更换(爆破片应定期更换$更换期限由使用单位根据本

单位的实 际 情 况 确 定(对 于 超 过 爆 破 片 标 定 爆 破 压 力 而 未 爆 破 的 也 应

更换(
%$’压力表!压力表的安装"使用要求$可参见锅炉安全装置部分(
%%’液面计!液面计是显示容器内液面位置变化情况的装置(盛装液

化气体的储运容器$包括大型球形储罐"卧式储槽和罐车等$以及作液体

蒸发用的换热容器$都应装设液面计以防止器内因满液而发生液体膨胀导

致容器的超压事故(

! 液面计选用的原则(根据容器的工作压力选择$承压低的容器可

选用玻璃管式液面计$承压高的容器可选用平板玻璃液面计,根据液体的

透光度选择$洁净或无色透明的液体可选用透光式玻璃板液面计$非洁净

或稍有色泽的液体可选用反射式玻璃板液面计,根据介质特性选择$盛装

易燃易爆或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介质的液化气体的容器$应采用玻

璃板式液面计或自动液面指示计$并应有防止液面计泄漏的保护装置,根

据液面变化范围选择$液化气体槽车上可选用浮子 %标’式液面计$不得

采用玻璃管式或玻璃板式液面计$对要求液面指示平稳的$不应采用浮子

%标’式液面计(

" 液面计的安装(液面计应安装在便于观察的位置,液面计的最高

和最低安全液位$应做明显的标记,液面计的排污管应接至安全地点,在

安装使用前$应进行水压试验(

# 液面计的维护(保持 清 洁$玻 璃 板 %管’必 须 明 亮 清 晰$液 位 清

楚易见(经常检查液面计的工作情况$如气"液连管旋塞是否处于开启状

态$连管或旋塞是否堵塞$各连接处有无渗漏现象等$以保证液位正常显

示(液面计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停止使用&O" 超过检验周期,U" 玻璃板

%管’有裂纹"破碎,8" 阀件固死,Z" 经常出现假液位(
!六"压力容器定期检验

!"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的周期

压力容器的检验周期应根据容器的技术状况"使用条件来确定()压

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将压力容器的定期检验分为外部检查"内外部

检验和耐压试验(其检验周期具体规定如下(
%!’外部检查!是指在用压力容器运行中的定期在线检查$每年至少

一次(
%#’内外部检验!是 指 在 用 压 力 容 器 停 机 时 的 检 验$其 检 验 周 期 分

为&安全状况等级为!"#级的$每A年至少一次,安全状况等级为$"%
级的$每$年至少一次(

%$’耐压试验!是指压力容器停机检验时$所进行的超过最高工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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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液压或气压试验(对固定式压力容器$每#次内外部检验期间内$至

少进行一 次 耐 压 试 验$对 移 动 式 压 力 容 器$每A年 至 少 进 行 一 次 耐 压

试验(
#"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内容

%!’外部检查!外部检查的内容包括&
! 压力容器本体检查(

" 外表面腐蚀情况检查(

# 压力容器保温层的检查(

$ 容器与相邻管道或构件的检查(

% 容器安全附件检查(

& 容器支座或基础的检查(
除上述内容外$外部检查中还要对容器的排污"疏水装置进行检查,

对运行容器稳定情况进行检查,安全状况等级为%级的压力容器$还要检

查其实际运行参数是否符合监控条件(对盛装腐蚀性介质的压力容器$若

发现容器外表面油漆大面积剥落$局部有明显腐蚀现象$应对容器进行壁

厚测定(
%#’内外部检验!内外部检验的目的是尽早发现容器内外部所存在的

缺陷$包括在本次运行中新产生的缺陷以及原有缺陷的发展情况$以确定

容器能否继续运行和为保证容器安全运行所必须采取的相应措施(主要内

容包括&

! 外部检查的全部内容(

" 容器的结构检查(检查的重点是筒体与封头的连接方式是否合理,
是否按规定开设了人孔"检查孔"排污孔等$开孔处是否按规定补强,焊

缝布置情况$如焊缝有无交叉"焊缝间距离是否过小,支座与支承型式是

否符合安全要求等(如需要$应对可能造成局部应力集中的部位做进一步

的检查$如表面探伤$必要时采用射线探伤或超声波探伤$查清表面或焊

缝内部是否存在缺陷(

# 几何尺寸检查(对运行中可能发生变化的尺寸$应重点检查(

$ 表面缺陷 检 查(检 查 时 要 求 测 定 腐 蚀 与 机 械 损 伤 的 深 度"直 径"
长度及其分布$并标图记录(对非正常的腐蚀$应查明原因(对于内表面

的焊缝应以肉眼或B4!=倍放大镜检查裂纹(应力集中部位"变形部位"
异种钢焊接部位"补焊区"电弧损伤处和易产生裂纹部位$应重点检查(

% 壁厚测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测厚$如液位经常波动部

位,易腐蚀"冲蚀部位,制造成型时壁厚减薄部位和使用中产生的变形部

位,表面缺陷检查时发现的可疑部位(

& 材质检查(应考虑两项内容&一项是压力容器选材 %即材料的种

类和牌号’是否符合有关规程和规范的要求,另一项是经过一定时间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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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材质变化 %劣化’后是否还能满足使用要求(

’ 焊缝埋藏缺陷检查(对下列几种情况$应进行射线探伤或超声波

探伤抽查$以确定焊缝内部是否存在缺陷&制造中焊缝经过两次以上返修

或使用过程中曾经补焊过的部位,检验时发现焊缝表面裂纹的部位,错边

量和棱角度严重超标的部位,使用中出现焊缝泄漏的部位(

( 安全附件和紧固件检查(对安全阀"紧急切断阀等要进行解体检

查"修理和调整$必要时还需进行耐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按规定校验安

全阀的开启压力"回座压力,爆破片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更换(对高压螺栓

应逐个清洗$检查其损伤和裂纹情况(
%$’耐压试验!耐压试验的目的是检验容器受压部件的结构强度$验

证是否具有设计压力下安全运行所需要的承压能力$同时通过试验可检查

容器各连接处有无渗漏$以检验容器的严密性(压力容器内外部检验合格

后$按检验方案的要求或根据被检容器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进行必要的耐

压试验(根据压力容器使用工况"安装位置等具体情况$由检验人员确定

液压试验或气压试验(

! 试验温度(碳素钢"!A3:R钢制压力容器液压试验时$液体的温

度不得低于BJ,其他低合金钢制压力容器$液体温度不得低于!BJ(

" 试验压力(液压试验的试验压力为容器设计压力的!"#B倍,气压

试验的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B倍(

# 合格标准(液压试验后的 压 力 容 器$若 无 渗 漏"无 可 见 的 变 形"
试验过程中无 异 常 的 响 声$即 为 合 格,气 压 试 验 的 压 力 容 器$若 无 异

常 响 声"经 肥 皂 液 或 其 他 检 漏 液 检 查 无 漏 气"无 可 见 的 变 形$即 为

合 格(
二! 气瓶安全要求

气瓶属于移动 式 的"可 重 复 充 装 的 压 力 容 器(对 压 力 容 器 的 安 全 要

求$一般也适用于气瓶(但由于气瓶经常装载易燃"易爆"有毒及腐蚀性

等危险介质$压力范围遍及高压"中压"低压$因此其除具有一般固定式

压力容器的性质外$在充装"搬运和使用方面还有一些特殊问题$如气瓶

在移动"搬运过程中$易发生碰撞而增加瓶体爆炸的危险,气瓶经常处于

储存物的罐装和使用的交替进行中$即常处于承受交变载荷状态,气瓶在

使用时$一般与使 用 者 之 间 无 隔 离 或 其 他 防 护 措 施(所 以 要 保 证 安 全 使

用$除了要求它符合压力容器的一般要求外$还需要有一些专门的规定和

要求(
!一"气瓶分类

根据气瓶内充装气体种类及特性将气瓶分为永久气体气瓶"高压液化

气体气瓶"低压液化气体气瓶和溶解气体气瓶四类$见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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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气瓶分类

种!类 气瓶内盛装气体 主 要 特 点
常用标准压力

-3NO
举!例

!永久气体气瓶

!永久性气体

! %临 界 温 度 ’8 $
b!=J’!

!永 久 气 体 在 环 境 温

度下始终呈气态$需以

较高 压 力 充 装 才 能 在

气瓶中储存较多气体$
因而 这 类 气 瓶 必 须 有

较高的许用应力

!B

#=

$=

! 氧 气"氮 气"
空 气"甲 烷"一

氧化碳等

! 液 化

气体气瓶

! 高 压 液

化气体气瓶

!高压液化气体

! %b !=J %’8 %
?=J’

!高 压 液 化 气 体 在 环

境温 度 下 可 能 呈 气 液

两相状态$也可能完全

呈气态$因而也要求以

较高压力充装

@

!#"B

!B

#=

!二氧 化 碳"乙

烷"乙 烯"氯 化

氢等

! 低 压 液

化气体气瓶

!低压液化气体

! %临 界 温 度 ’8 &
?=J’

!环 境 温 度 下 低 压 液

化气 体 始 终 处 于 两 液

共存状态$其气态压力

是相 应 温 度 下 的 饱 和

蒸 气 压(按 照 工 作 温

度 为 A=J 考 虑$所 有

低压 液 化 气 体 的 饱 和

蒸气 压 均 在 B3NO以

下$因此这类气体可用

低压气瓶充装

!"=

!"A

#"=

$"=

B"=

! 液 氯"液 氨"
丙 烷"丁 烷"丁

烯"液 化 石 油

气等!

!乙炔气瓶%溶解气

体气瓶’

!乙炔气体极不稳定$
需将 其 溶 解 于 气 瓶 内

的丙酮溶剂中$瓶内装

满多 孔 性 物 质 用 来 吸

收溶剂

! 最 高 工 作

压 力 一 般 不

超过$"=3NO

!二"气瓶的颜色标记和钢印标记

国家标准 )气瓶颜色标志* %&’?!%%.!>>>’对于气瓶的颜色标志

做了规定(
!" 颜色标记

气瓶颜色标记是指气瓶外表面的瓶色"字样"字色和色环(气瓶喷涂

颜色标记的目的主要是从颜色上迅速地辨别出盛装某种气体的气瓶和瓶内

气体的性质 %可燃性"毒性’$避免错装和错用$同时也可防止气瓶外表

面生锈(
%!’字样!字样是指气瓶充装介质名称"气瓶所属单位名称(介质名

称一 般 用 汉 字 表 示$凡 属 液 化 气 体$在 介 质 名 称 前 一 律 冠 以 !液 化#"
!液#的字样(对于小容积的气瓶可用化学式表示(

字样一律采用仿宋体(公称容积为%=-的气瓶$其字体高度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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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介质名称按 瓶 的 环 向 横 写$位 于 瓶 高$-%处(单 位 名 称 按 气 瓶

轴向竖写$位于介质名称居中的下方或转向!@=D的瓶面(
%#’色环!色环是识别充装同一介质$但具有不同公称工作压力的气

瓶标记(凡充装同一介质且公称工作压力比规定起始级高一级的气瓶加一

道色环$高二级加二道$依此类推(
色环的宽度$对于公称容积%=-的气瓶$单环宽度为%=CC$多环每

环宽度为$=CC,其他规格的气瓶$色环宽度宜按相应比例放宽或缩窄(
多环的环间距等于环宽度(色环应喷涂于瓶高#-$处$且介于介质名称和

单位名称之间(
国家标准 )气瓶颜色标记* %&’?!%%.!>@A’中$列出了盛装常用

介质的气瓶的颜色标记$并规定瓶帽"防护胶圈等的颜色应与瓶色一致(
#" 钢印标记

%!’制造钢印!是气瓶的原始标志$是由制造单位打铳在气瓶肩部"
筒体"瓶阀护罩上的$有关设计"制造"充装"使用"检验等技术参数的

印章$钢印标记 上 的 项 目 有 气 瓶 制 造 单 位 代 号"气 瓶 编 号"公 称 工 作 压

力"实际质量"实际容积"瓶体设计壁厚和制造年月等(
%#’检验钢印!是气瓶定期检验后$由检验单位打铳在气瓶肩部"筒

体"瓶阀护罩上$或打铳在套于瓶阀尾部金属检验标记环上的印章(检验

钢印标记上$还应按年份涂检验色标(
!三"气瓶安全附件

!" 安全泄压装置

气瓶的安全泄压装置主要是防止气瓶在遇到火灾等特殊高温时$瓶内

介质受热膨胀而导致气瓶超压爆炸(其类型有爆破片"易熔塞及爆破片)
易熔塞复合装置(

爆破片一般用于高压气瓶$装配在瓶阀上(易熔塞主要用于低压液化

气体气瓶$它由钢制基体及其中心孔中浇铸的易熔合金塞构成(目前使用

的易熔塞装置的动作温度有!==J和?=J两种(爆破片)易熔塞复合装置

主要用于对密封性能要求特别严格的气瓶(这种装置由爆破片与易熔塞串

联而成$易熔塞装设在爆破片排放的一侧(
#" 瓶帽

瓶帽是为了防止瓶阀被破坏的一种保护装置(每个气瓶的顶部都应配

有瓶帽$以便在气瓶运送过程中佩戴(瓶帽按其结构型式可分为拆卸式和

固定式两种(为防止由于瓶阀泄漏$或由于安全泄压装置动作造成瓶帽爆

炸$在瓶帽上要开有排气孔(考虑到气体由一侧排出而产生的反动作力会

使气瓶倾倒或横向移动$排气孔应是对称的两个(
$" 防震圈

防震圈是防止气瓶瓶体受撞击的一种保护设施$它对气瓶表面漆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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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国采用的是两个紧套在瓶体上部和下部的$用橡胶

或塑料制成的防震圈(
!四"气瓶定期检验

!" 定期检验的周期

%!’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每#年检验一次(
%#’盛装一般气体的气瓶$每$年检验一次(
%$’液化石油气钢瓶$使用未超过#=年的$每B年检验一次,超过

#=年的$每#年检验一次(
%%’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每B年检验一次,溶解乙炔气瓶每$年检

验一次(
#" 检验前的准备

%!’接收和登记送检气瓶(
%#’排放瓶内剩余气体(
%$’拆卸瓶阀(
%%’清理气瓶内外表面(
%B’登记原始标记(
$" 定期检验项目

%!’无缝气瓶定期检验的项目!包括外观检查"内部检查"瓶口螺纹

检查"音响检查 %仅适用于钢质气瓶’"质量与容积测定"水压试验"瓶

阀检验(
%#’焊接气瓶定期检验的项目!包括内外表面检验"焊缝检验"瓶重

测定"水压试验"主要附件检验(
%$’液化石油气钢瓶定期检验的项目!包括外观检查"壁厚检验或瓶

重测定"阀座检验"水压试验或残余变形率测定"瓶阀检验(
%%’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的项目!包括瓶体与焊缝的外观检查,瓶

阀"阀座与塞座检验,瓶体厚度测定,填料检验,气瓶气压试验(
!五"对气瓶库房的要求

%!’气瓶库房不应设在建筑物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库房与明火或

其他建筑物应有适当的安全距离(
%#’气瓶库房的安全出口不得少于#个$库房的门窗必须做成向外开

的$门窗应采用 磨 砂 玻 璃$或 在 普 通 玻 璃 上 涂 上 白 漆$以 防 气 瓶 被 阳 光

晒热(
%$’库房应有运输和消防通道$设置消防栓和消防水池$在固定地点

备有专用灭火器"灭火工具和防毒面具(储存可燃性和毒性气体的库房$
应装设灵敏的泄漏气体监测警报装置(

%%’储存可燃气体气瓶的库房内$其照明"换气装置等电气设备$必

须采用防爆型的$电源开关和熔断器都应装设在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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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库房应设置自燃通风或人工通风装置$以保证空气中的可燃气体

或毒性气体的浓度不致达到危险的界限(
%A’库内不得有暖气"水"煤气等管道通过$也不准有地下管道或暗

沟(严禁使用煤炉"电热器或其他明火取暖设备(库房周围应有排放积水

的设施(
%?’在储存库的周围应设一些安全警示语牌(
三!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
!一"压力管道概述

压力管道是化工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化工设备与机械之

间的连接都是依靠工业管道$用以输送和控制流体介质(在很大程度上$
管道与化工设备一同完成某些化工工艺过程$即所谓 !管道化生产#(

压力管道作为特种设备$在生产中可能引起燃爆或中毒等危险性较大

的事故$所以其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和修理等必须符合 )压力

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的有关规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管道称为压

力管道$必须按照 )压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对其进行管理和监察(
%!’输送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B=%%.@B’中规定

的毒性程度为极度危害介质的管道(
%#’输送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B=!A=.>#’及 )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A.!>@?’中规定的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介质的

管道(
%$’最高工作压力#="!3NO$输送介质为气 %汽’体"液化气体的

管道(
%%’最高工作压力#="!3NO$输送介质为可燃"易燃"有毒"有腐

蚀性的或最高工作温度高于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管道(
!二"压力管道的分类

%!’按管道输送的介质种类分类!有液化石油气管道"氢气管道"水

蒸气管道等(
%#’按管道的设计压力分类!有低压管道 %="!3NO%)$!"A3NO’"

中压管道 %!"A3NO%)$!=3NO’"高压管道 %)#!=3NO’(
%$’按管道 的 材 质 分 类!有 铸 铁 管"碳 钢 管"合 金 钢 管"有 色 金 属

管等(
!三"管道的连接方式及主要连接件

!" 管道的连接方式

管道的连接包 括 管 子 与 管 子"管 子 与 阀 门 及 管 件 和 管 子 与 设 备 的 连

接(常用的连接方式有三种&法兰连接"螺纹连接和焊接(无缝钢管一般

采用法兰连接或管子间的焊接,水煤气管只用螺纹连接,玻璃钢管大多采

用活套法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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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管件

小口径管道和低压管道一般采用螺纹连接$其形式又分为固定螺纹连

接和卡套连接两种(大口径管道"高压管道和需要经常拆卸的管道$常用

法兰连接(用法兰连接管路时$必须加上垫片$以保证连接处的严密性(
!四"阀门

管道系统离不开阀门(阀门的种类较多$按其作用分有截止阀"调节

阀"止逆阀"减压阀"稳压阀和转向阀等,按阀门的形状和结构分有球心

阀"闸阀"旋塞阀"蝶形阀"针形阀等(
%!’截止阀又叫球心阀$用于调节流量(它启闭缓慢$无水击现象$

是各种压力管道上最常用的阀门(
%#’闸阀又称闸板阀$它利用闸板的起落来开启和关闭阀门$并通过

闸板的高度来调节流量(闸阀广泛用于各种压力管道上$但由于其闭合面

易磨损$故不宜用于腐蚀性介质的管道(
%$’旋塞阀又叫考克$是利用旋塞孔和阀体孔两者的重合程度来截止

和调节流量的(它启闭迅速$经久耐用$但由于摩擦面大$受热后旋塞膨

胀$难以转动$不能精确调节流量$故只适用于压力小于!"=3NO和温度

不高的管道上(
%%’针形阀的结构与球心阀相似$只是将阀盘做成锥形$阀盘与阀座

接触面大$密封性能好$易于启闭$特别适用于高压操作和精度调节流量

的管道上(
%B’止逆阀又叫单向阀$当工艺管道只允许流体向一个方向流动时$

就需使用止逆阀(
%A’减压阀的作用是自动地将高压流体按工艺要求减为低压流体$一

般经减压后的压力要低于阀前压力的B=K(通常用于蒸汽和压缩空气管

道上(
!五"压力管道的技术要求

压力管道内部介质多为有毒"易燃"具有腐蚀性的物料$由于腐蚀"
磨损使管壁减薄造成泄漏而引起火灾"爆炸的事故屡有发生(因此$防止

压力管道事故应着重从防腐方面入手(
!" 压力管道的防腐要求

从腐蚀类型看$工业管道的腐蚀以全面腐蚀最多$其次是局部腐蚀和

特殊腐蚀(从装置的类别看$以冷凝器"冷却器的冷却水配管$径流塔的

汽油气化管和加热炉出口的输送管等遭受腐蚀最为严重(
%!’腐蚀部位!工业管道的腐蚀一般易出现在以下部位&

! 管道的弯曲"拐弯部位$流线型管段中有液体流入而流向又有变

化的部位(

" 产生汽化现象时$与液体接触的部位较与蒸气接触的部位更易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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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腐蚀(

# 在排液管中$经常没有液体流动的管段易出现局部腐蚀(

$ 液体或蒸汽管道在有温差的状态下使用$易出现严重的局部腐蚀(

% 埋设管道外部的下表面容易产生腐蚀(
%#’防腐措施!从管道设计和设置防腐层两方面入手$防止由于腐蚀

而使管壁减薄从而导致管道承压能力降低的现象发生(

! 在管道强度设计时$首先要合理选择管材$即依据内部介质的性

质$选择对该种介质具有耐腐蚀性能的管道材料,其次应根据管内介质的

特性"流速"工作压力"管道材质"使用年限等计算出介质对管材的腐蚀

速率$在此基础上选取适当的腐蚀裕度(通常$壁厚的腐蚀裕度在!"B4
ACC 的范围内(

" 采用涂层防腐"衬里防腐"电化学防腐及使用缓蚀剂等进行防腐(
其中用得最为广泛的 是 涂 层 防 腐$而 在 涂 层 防 腐 中 又 以 涂 料 防 腐 用 得 最

多(常用的涂料有酚醛树脂"醇酸树脂"硝基树脂"过氯乙烯树脂"聚酯

树脂等(在选择涂 料 时$应 根 据 输 送 介 质 的 性 质 和 工 作 温 度 等 条 件 综 合

考虑(
#" 压力管道的绝热要求

工业生产中$由于工艺条件的需要$很多管道和设备都要加以保温"
加热保护和保冷$这三种情况都属于管道和设备的绝热(

%!’保温!管道"设备在控制或保持热量的情况下应予保温,为了减

少介质由于日晒或外界温度过高而引起蒸发的管线"设备需予保温,对于

温度高于ABJ而工艺不要求保温的管道"设备$在操作人员可能触及的

范围内应予保温$作为防烫措施(
%#’加热保护!对于连续或间断输送具有下列特性的流体的管道$应

采用加热保护&

! 凝固点高于环境温度的流体管道(

" 流体组分中能形成有害操作的冰或结晶(
# 含有 0#4"0*V"*V# 等气体$能出现冷凝或形成水合物的管道(

$ 在环境温度下黏度很大的介质(
加热保护的方式有蒸汽伴管"夹套管及电热带三种(
无论是管道保温"保冷$还是热保护$都离不开绝热材料(工业管道

常用的绝热材料有毛毡"石棉"玻璃棉"石棉水泥"岩棉及各种绝热泡沫

塑料等(材料的导热系数越小"容量 %单位体积的质量’越大"吸水性越

低$其绝热性能就越好(此外$材质稳定$不可燃$耐腐蚀$有一定的强

度等$都有助于材料的绝热(
!六"压力管道的检验与试验

压力管道安装完毕后$应按规定进行管道系统强度"严密性的试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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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吹扫与清洗等工作,在用压力管道应定期进行检验和正常维护$以确

保安全生产(
!" 强度与严密性检验

管道系统安装完毕$其强度与严密性一般通过水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进行检验(若不宜用水作为试验介质的$可用气压试验代替(水压试验合

格后$以空气或惰性气体为介质进行气密性试验$气密性试验压力为设计

压力(用涂刷肥皂水的方法$重点检查管道的连接处有无渗漏现象$若无

渗漏$稳压$=CE:$压力保持不降即为试验合格(
对于剧毒及甲"乙类火灾危险的管道系统$除作水压试验和气密性试

验外$还应作泄漏量试验$即在设计压力下$测定#%F内全系统平均每小

时的泄漏量$不超过下列允许值即为合格&剧毒介质管道$室内及地沟中

泄漏量为="!BK$室外为="$=K,甲"乙类火灾危险性介质$室内及地

沟中泄漏量为="#BK$室外为="BK(
#" 管道吹洗

管道系统强度试验合格后$或气密性试验前$应分段进行吹扫与清洗

%即吹洗’(吹洗前应将仪表"孔板"滤网"阀门拆除$对不宜吹洗的系统

进行隔离和保护$待吹洗后再复位(
工作介质为 液 体 的 管 道$一 般 用 水 吹 洗$水 质 要 清 洁$流 速 不 小 于

!"BC-9(不宜用水冲洗的管道可用空气进行吹扫(
吹扫用的空气或惰性气体应有足够的流量$压力不得超过设计压力$

流速不得低于#=C-9(
蒸汽管线应用蒸汽吹扫(一般蒸汽管道可用刨光木板置于排气口处检

查$板上应无铁锈"污物等(
忌油管道 %如氧气管道’在吹扫合格后$应用有机溶剂 %二氯乙烷"

三氯乙烯"四氯化碳"工业酒精等’进行脱脂(
$" 定期检验

在用压力管道应按规定要求定期进行检验(定期检验的项目有外部检

查"重点检查和耐压试验(检查周期应根据压力管道的技术状况和使用条

件$由使用单位和检验单位确定(外部检查每季度至少一次$由使用单位

进行检查,重点检查 每#年 至 少 进 行 一 次$全 面 检 查 每A年 至 少 进 行 一

次$都要由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单位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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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述

电能的开发和利用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

社会进步和文明(当今社会中$电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和社会生

活等各个领域(然而与此同时$在电能传递和转换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安

全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电气安全是安全工作的一个重

要方面$不可忽视(
一! 电气事故

电气事故是与电相关联的事故(根据电能的不同作用形式$电气事故

可以分为触电事故"静电事故"雷电事故"电磁场辐射事故和电气系统事

故等(其中触电事故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是电气安全研究的重点(
触电事故是指由电流及其转换成的其他形式能量造成的事故(其分类

方法很多$图A)!列出了几种常见的分类方法(

触

电

事

故

按照施加伤害能量分类

电击&电流直接作用于人体造成的伤害

电伤&电流转换成其他形式能量 %如热能"光源"机械能等’作用于

!!!
)
*

+ 体造成的伤害

根据触电相数分类

单相触电&人体某一部位接触某一相带电体$另一部位接触大地或中性线$

!!!!!在这种情况下$人体遭受电击的电压是单相电压

双相触电&人体不同部位同时触及两相带电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体遭受

!!!!!电压的电压是线电压(因线电压是单相电压的槡$倍$因而$双

!!!!!

)

*

+ 相触电比单相触电更危险

根据触电电压的形成方式分类

接触电压事故&接触电压是指人或动物同时触及可导电部分之间

!!!!!!!的电压(绝大部分触电事故是由接触电压造成的

跨步电压事故&跨步电压是指人站在有电流流过的大地上$加

!!!!!!!

)

*

+ 于两足之间的电压

根据触电事故是否为故障

电压所引起的分类

直接接触触电&人与正常工作时应带电部分接触形成的电击事故(

!!!!!!!如人触及设备内部电路所形成的电击

间接接触触电&人与故障情况下变为带电的外露导电部分接触造成

!!!!!!!的电击(如人触及发生碰壳或漏电的设备外壳造成

!!!!!!!

)

*

+

)

*

+

的电击事故

图A)!!触电事故的分类

二! 电击防护

!" 直接接触防护

直接接触防护措施及含义见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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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直接接触防护措施及含义

防 护 措 施 含!!!!义

!绝缘
!利用绝缘材料包围或隔离带电体$是防止直接电击的最基本手段(工程

上绝缘材料一般是指电阻率大于!=?61C 的材料

!屏护

!采用遮拦"护罩"护盖"箱匣 等 手 段 等 把 危 险 的 带 电 体 隔 离 开$防 止 人 触

及或接近(屏护分为屏蔽和障碍%或称阻挡物’两种$两者区别在于后者只

能防止人体无意识触及或接近 带 电 体$而 不 能 防 止 人 有 意 识 地 移 开"绕 过

或翻越障碍物触及或接近带 电 体(因 此$前 者 是 一 种 完 全 防 护$后 者 是 一

种不完全防护

!安全间距

!指带电体与地面之间$带电 体 与 其 他 设 备 之 间 保 持 必 要 的 安 全 距 离$防

止发生电击或设备受损(如输 电 线 路 与 地 面 的 距 离"线 路 之 间"线 路 与 管

道之间等都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限制放电能量 !通过保护装置自动断开电源$可以有效防止电击造成的后果

!特低电压限值
!在一些特殊环境或场所$将 电 压 控 制 在 特 低 电 压 限 值 以 下$可 有 效 防 止

直接电击!

#" 间接接触防护

间接接触防护措施及含义见表A)#(

表’"#!间接接触防护措施及含义

防 护 措 施 含!!!!义

自动断开电源
!通过漏电保护器"过载保护器等对发生故障的线路或设备自动断电(自

动断开电源是防止间接电击的基本手段

保护接地

!将设备外壳与大地作电气连 接$发 生 碰 壳 事 故 后$保 护 接 地 一 方 面 可 以

降低设备外壳电压$分担人体 电 流$同 时 为 漏 洞 保 护 装 置 提 供 较 大 的 驱 动

电流

等电位联接

!把建筑物内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导体连接在一起$降低由于某一外露

带电体带电后与周围带电体 的 电 压(等 电 位 联 接 是 对 自 动 断 开 电 源 和 保

护接地安全性的进一步提高$在 前 两 者 保 护 失 效 的 情 况 下$等 电 位 联 接 的

作用尤为必要

双重或加强绝缘
!在设备基本绝缘的基础上$增 加 一 层 绝 缘 或 对 基 本 绝 缘 加 强$可 以 更 有

效地防止绝缘失效造成间接电击

电气隔离

!通过隔离变压器形成与周围其他电气回路"设备以及大地之间绝缘的独

立回路(此外$为防止电气隔 离 回 路 与 其 他 回 路 或 大 地 发 生 意 外 导 通$一

般要限制回路长度不超过B==C$回路电压不超过B==I

特低电压限值
!在一些特殊环境或场所$将 电 压 控 制 在 特 低 电 压 限 值 以 下$可 有 效 防 止

间接电击

不导电场所

!构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中$人所触及的物体或都是绝缘的$或与大地无

电气连接$或人不能触及#个 以 上 外 露 导 电 体$总 之$在 这 样 的 环 境 中$故

障电流无法通过人体形成回路$这种防止间接电击的场所就是不导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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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体电气特性及其安全标准

!" 人体阻抗

人体阻抗是指人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是定量分析通过人体电流$研

究人体电气安全特性的基本参数(
%!’人体阻抗构成!人体阻抗由皮肤阻抗与体内阻抗两部分构成(
%#’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人体阻抗受电压"皮肤湿度"电流频率"

接触面积与压力"电流流经人体部位等因素的影响(
当接触电压在B=I以下时$人体总阻抗随接触电压"皮肤表面湿度"

接触面积和压力变化很大(随着接触电压升高$人体总阻抗受皮肤阻抗影

响渐小(当接触电压高于!B=I后$人体总阻抗只与湿度和接触面积有关(
电流频率对皮肤的阻抗有较大影响(人体总阻抗在直流时较高$随频

率增加而减小(
%$’电气安全设计人体电阻的取值!根据人体阻抗的统计结果$以及

在高于!B=I 时人体总阻抗趋于较固定数值这一特点$在进行电气安全设

计或评价电气安全性时$人体电阻一般取!G6(

#" 人体电流特性

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是决定对人体造成伤害程度的根本原因(依据标

准 )电流通过 人 体 的 效 应 !第 一 部 分&常 用 部 分* %&’-(!$@?="!.
!>>#’$根据电流对人的作用结果将人体电流分为四个级别$见表A)$(

表’"$!电流对人的作用结果

级!别 含!!!!义

感知阈
!通过人体能引起任何感觉的最小电流值$也称感知电流(感知电流不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但有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如高空坠落

反应阈
!通过人体$能 引 起 肌 肉 不 自 觉 收 缩 的 最 小 电 流 值(反 应 阈 的 通 用 值 为

="BC1

摆脱阈 !手握电极人能自行摆脱的最大电流(摆脱阈的平均值为!=C1

心室纤维性颤动阈
!能引起人体心脏产生纤维性颤动的最小电流(在该电流作用下$人会因心

颤而死亡$所以心颤电流是致命电流(人体的心颤电流为B=C1%工频’左右

$" 人体电压特性

电压不是致人死亡的根本原因$同一电压$如果人体电阻大$产生的

人体电流小$危害性就小(不过$一般说来$电压高$电流就大$高压总

比低压危险(国家标准 )特低电压 %P-I’限值*%&’-($@=B.>$’规定了

特低电压的各种限值$用以指导正确选择和应用与电击防护有关的电压限值(

%" 电流频率与危险性的关系

一般而言$在同样条件下 %相同电压或电流’$直流的危险性小于交

流(至于交流电$高频电流危险性最小$其次是超低频电流$而工频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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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c’危险性最大(
B" 人体电气安全标准

电流对人体的作用后果主要取决于电流大小和作用时间两个因素$因

此将电流与时间的乘积作为决定人体是否安全的参数(我国国家标准规定

的人体电气安全标准限值是$=C119(因此$用于保护人的漏电保护 装

置切断电源的动作参数要%$=C119$否则不能起到保护人的作用(
四! 供配电系统

不同类型的供配电系统具有不同的安全特性$因而采用不同的安全防

护手段和措施$并根据使用环境选择不同供配电系统(
!一"电力系统概述

电力系统包括发电厂"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线路及用电设备(
输电线路一般是指!=GI以上用于城市间或地区间的电能输送线路$我

国输电线路采用的电压系列是B==GI"$$=GI"##=GI"!!=GI"$BGI(
配电线路一般是指!=GI 以下 %含!=GI’的线路$用于城市内配电(

配电线路又可分 为 高 压 配 电 和 低 压 配 电(高 压 配 电 是 指 电 压 高 于!===I
的配电$低压配电是指电压低于!===I 的配电$如日常$@=-##=I 用电(

!二"有关基本概念

!" 工作接地

为了使电路或设备达到运行要求的接地$是处于保证供电系统运行工

作需要而进行的接地(如中性点接地$其目的是防止中性点电位漂移造成

三相供电不平衡$所以它是一种工作接地(
#" 保护接地

把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出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导电部分同大地紧密地连

接起来的接地$是处于对人或设备保护而进行的接地(如用电设备的外壳

接地就是保护接地(保护接地有两个作用&一是分担通过人体的电流$降

低设备外壳对地 电 压,二 是 增 加 故 障 电 流$以 便 更 有 效 地 驱 动 电 气 保 护

装置(
$" 保护接零

也称接零保护(保护接零的实质是把设备外壳与变压器输出端中性点

做导电性连接(为达到此目的$有两种方法&一是把设备外壳直接接到零

线上 %(_)*系统’$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零线以外的一根专用保护线与中

性点连接 %(_)4系统’(此两种情况都叫保护接零(
保护接零的目的是当发生碰壳故障时$能够形成较大故障电流$有利

于驱动各种电气保护装置(没有保护装置配合使用的保护接零$不但起不

到保护作用$反而增加了人员和设备的危险性(
%" 重复接地

是指 (_ 系统保护中性导体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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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地(重复接地既可以防治保护中性线断开造成保护失效$又可以降低

(_)*系统和 (_)*)4系统中保护中线电流所引起的与之相连设备外壳对

地电位的升高(
!三"供配电系统分类

根据发电机或变压器的输出端中性点的接地情况以及设备端外壳的保

护方式 %接地保护"接零保护’$我国及国际上将供电系统分为d( 系统"
((系统和 (_ 系 统$其 中 (_ 系 统 又 分 为 (_)* 系 统"(_)4 系 统 和

(_)*)4系统三类(
上述各个字母的具体含义是&
第一个字母&d...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

(...中性点接地或经低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设备外壳保护接地,

_...设备外壳保护接零(
第三"四个字母&*...零线与保护线合用同一根线,

4...零线与保护线单独设置(
!"d(系统

d(系统是指变压器输出端中性点不接地 %d’$而用电设备采 用 保 护

接地 %(’的系统(参见图A)#(
%!’安全原理!d(系统的用电设备发生碰壳故障时$故障电流经保

护接地和人体进入大地(由于中性点不接地$所以泄漏的故障电流没有可

经过的 !导体型#通道使其回到电源 %变压器’$也就是说$d(系统没有

畅通的漏电流回路(然而$这并不意味进入大地的漏电流为零(实际上$
由于输电线路与大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电容$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电流经过大

地与输电线路之间的电容回到了电源(
d(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两个因素&
! 总漏电流的大小d漏 (

" 人体分担的漏电流之比(
在总电流一定的情况下$人体分担的漏电流取决于保护接地电阻与人

体电阻之比(接地电阻越小$人体分担漏电流的份额就越小$所以控制接

地电阻是d(系统安全性的关键(标准要求d(系统接地电阻%%6(
%#’安全性评价!d( 系 统 碰 壳 故 障 电 流 非 常 小$系 统 本 身 很 安 全,

接地是保证人安全的关键,供电可靠性高(
%$’采用的安全装置

! 漏电保护器(对系统第一次碰壳事故保护作用不大$主要是防止

第二次异相碰壳事故的发生(

" 过载保护器(主要是防止过载"相间短路以及二次异相碰壳事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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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装置(d(系统发生第一次碰壳事故后$系统可以不断电继续

工作一段时间(为 了 防 止 第 二 次 碰 壳 事 故 的 发 生$必 须 对 第 一 次 碰 壳 报

警(报警装置利用 第 一 次 碰 壳 事 故 后$三 相 产 生 的 不 均 衡 电 压 驱 动 报 警

装置(
%%’d(系统应用场所!由于d(系统故障电流小$所以在易燃易爆企

业 %如煤矿"炸药生产企业’使用是最佳选择(
#"((系统

((系统就是电源中性点接地 %(’$设备外壳进行保护接地 %(’的

供电系统(参见图A)$(

图A)#!d(系统示意图
!

图A)$!((系统示意图
!

%!’安全原理!((系统在发生碰壳事故时$故障电流通过设备外壳

的保护接地和人体 %如果此时人体触及设备外壳’进入大地$之后$经过

大地流向电源中性点接地体$最后返回电源(

设备外壳所带电压为&-壳 ,
&P

&_ .&P
-=

式中!-=...相电压,

&P...设备接地电阻,

&_...系统中性点接地电阻(
如果&PM&_ %实际情况二者往往比较接近’$对于##=I 交流电$外

壳电压接近!!=I$所以 ((系统虽然有保护接地$并不能有效保障人的

安全$必须采取其他电气保护措施(
%#’安全性评价!一般而言$((系统接地故障电流能驱动漏电保护

装置$但故障电流 有 时 对 过 载 保 护 装 置 不 够 大$从 而 不 能 有 效 发 挥 保 护

作用(
%$’采用的电气保护装置

! 过载保护装置(其主要作用是防止过载"相间短路,对碰壳事故

有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 漏电保护装置 %R*,’(发生碰壳事故$漏电保护器能充分发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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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_)*系统示意图!
!

人和设备的保护作用(为

了更好的对线路"设备以

及人 进 行 全 面 综 合 保 护$

((系 统 可 设 置 总"中 间

级 和 末 级 过 载 和 漏 电

保护(
%%’应 用 场 所 !((

系统对管理 要 求 低$一 般

用于公共用 电 系 统$一 台

变压器可给多个用户供电(如城市居民"农村用电采用的就是((系统(

!图A)B!(_)4系统示意图
!

$"(_ 系统

(_ 系 统 就 是 电 源 中 性

点接地 %(’$设 备 外 壳 采 用

保护 接 零 %_’的 供 电 系 统(

(_)*系 统 是 指 接 零 保 护 线

与零线 共 用 一 根 线 %*’$即

设备外 壳 直 接 与 零 线 %又 称

NP_ 线’相 连,(_)4 系 统

是指设 备 外 壳 接 在 由 电 源 中

性点引出的专用保护 线 %NP 线’上$保 护 线 与 零 线 分 开,(_)*)4系 统

是前面两种系统的结合$总体上采用 (_)*系统$而在局部采用 (_)4系

统(参见图A)%"图A)B"图A)A(

图A)A!(_)*)4系统示意图!

%!’安全原理与安全

性评价!从 (_ 系统的接

线方式可以看出$发生碰

壳故障后$故障电流沿着

接零保护线回到电源中性

点(由于故障电流的回路

完全由金属导体构成$所

以具有比 (( 系统更大的

故障电流$因此能更有效

地驱动电气保护装置(其不但有足够的电流强度驱动电气保护装置$而且

保护装置的反应动作更快$因而人和设备也就更安全(因此$其安全性比

((系统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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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种 (_ 系统中$由于 (_)4自身电路接线特点$以及能采用多级

漏电保护装置 %(_)*系统只能在末端采用漏电保护装置’$所以其安全

性最高$其次是 (_)*)4系统$(_)*系统最低(
%#’采用的安全装置

! (_)*系统可安装多级过载保护装置,而漏电保护装置只能用于线

路末端(

" (_)4系统可安装多级过载保护和漏电保护(

# (_)*)4系统中符合 (_)*系统的部分按 (_)*系统配置电气保护

装置,符合 (_)4系统的部分按 (_)4系统配置电气保护装置(
%$’应用场所!如 果 在 (_ 系 统 中 存 在 按 (( 系 统 接 线 的 设 备$即

((系统和 (_ 系统混用$或者说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这是相当危

险的(其危险在于一旦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故障$那么所有保护接零

设备外壳都将带有较高电压$形成 !城门着火$殃及鱼池#的局面(所以

(_ 系统比 ((系统对管理的要求更严格(因此$(_ 系统不适合公共用

电$只适合独立变压器供电$并对单位内的用电设备的接线统一管理的用

户或单位(

!>>>年由建设部颁发的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B>.!>>>’
规定$建筑施工工地要采用独立变压器供电$并采用 (_)4供电系统(

第二节!电气设备安全要求

电气设备包括发电"变电"输电"配电或用电的器件$例如电机"电

线"变电器"测量仪表保护装置和电气用具等(电气设备的是人们最终利

用电能的工具$就电力系统而言$人们对电气设备的接触最多$而且往往

是直接接触(因此$电气设备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用电水平安全(事实表

明$发生电气事故一方面是由于电气设备的设计"生产没有达到国家有关

电气安全标准$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和安全可靠性,另一方面$是使

用者没有根据用电环境正确选择适当的电气设备(了解电气设备安全设计

的基本要求$掌握电气设备安全防护等级以及在不同的生产环境选择相应

安全防护等级的电气设备是保障电气设备安全的基本条件(
一!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基本原则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A%.!>@$’对各类电气设备的安全

提出了原则要求$是各类电气设备安全标准的基础(本节只就涉及防止发

生触电事故的内容择要介绍其余部分请读看自行查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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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接触 %直接电击’防护要求

%!’设备本身必须使其使用人员不通过辅助手段或工具就不能触及到

正常带电部分$或者不能接近到使人遭受危险的程度(
%#’如果无法使正常带电部分断电而同时又允许拆卸或打开设备的起

直接接触 %直接电击’防护作用的部件时$则只能允许使用适当绝缘的工

具拆卸或打开(
%$’对于下列情况$可不要求上述两条直接接触防护要求&

! 无论是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带电部分的电压不超过所规定的安

全特低电压限值(

" 在直接接触时$只能有不超过安全值的电流通过(

# 对于不独立使用的设备$可通过将其装设在一台较大的"有足够

直接接触防护的电气设备中$以达到必要的保护目的(

$ 将电气设备装设在锁闭的电气操作场所中来实现必要的保护(
#" 间接接触 %间接电击’防护要求

当设备基本绝缘发生故障或出现电弧时$保证人不致受到危险接触电

压的伤害(因此$电气设备必须具备下列之一的防护措施(
%!’导电部分必须有与接地线连接的装置$并要保证接线处在电气上

和机械上有非常可靠的连接(
%#’采用双重绝缘结构$不允许接地(
%$’导电部分的接触电压不超过所规定的安全特低电压限值(
$" 电气绝缘要求

衡量电气绝缘好坏的两个最基本参数是绝缘电阻和绝缘耐压$前者决

定了设备的漏电流是 否 安 全$后 者 决 定 绝 缘 在 多 高 过 电 压 的 作 用 下 不 被

击穿(
%!’设备必须具有良好的电气绝缘$以保证设备安全可靠$并防止由

于电流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害(为此目的必须&

! 根据应 用 范 围 的 不 同$把 泄 漏 电 流 限 制 在 不 影 响 安 全 的 极 限 值

之内(

" 绝缘材料要具有足够的绝缘性能(

# 绝缘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以承受各种原因所造成的过电压(
%#’对于在基本绝 缘 损 坏 情 况 下 出 现 的 危 险 接 触 电 压 进 行 的 防 护 绝

缘$要单独给予鉴定(
%$’各类绝缘必须具有足够的耐热性(支撑"覆盖或包裹带电或导电

部分 %特别是在运行时能出现 电 弧 和 按 规 定 使 用 时 出 现 特 殊 高 温 的 受 热

件’的绝缘件$不得由于受热而危及其安全性(
%%’支撑带电部分的绝缘件$要有足够的耐受潮湿"污染或类似影响

而不致使其安全性降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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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过负荷要求

由于供电网络电压波动"设备负载增加等原因$流经电气设备的电流

会超过额定要 求 值$造 成 设 备 发 热 增 加$导 致 设 备 烧 毁$甚 至 会 引 起 火

灾(因此$设备必须具有能承受一定的过负荷而又不危及安全的能力(必

要时要装设自动切断电流或限制电流增加的装置(
B" 电气接线和电气连接安全要求

电气接线和电 气 连 接 处 往 往 具 有 较 大 的 接 触 电 阻$因 而 容 易 产 生 热

量$形成火灾事故(因此$电气连接与电气接线不容忽视(
%!’设备必须设有与电源可靠连接的装置(
%#’所需要的连接手段$如接插件"连接线"接线端子等$必须能承

受所规定的电 %电压"电流和功率’"热 %内部或外部受热’和机械 %拉"
压"弯"扭等’负载(特别容易造成危害的部位必须通过位置排列"结构

设计或附加装置来保护(
%$’母线和导电或带电的连接件$按规定使用时$不应发生过热"松

动或造成其他危险的变动(
A"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安全要求

电气间隙是指在两导电部件之间的最短直线距离,爬电距离是指在两

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电气间隙对两导电部件不发生

空气击穿的最高电压有直接决定作用,而爬电距离对两导电体之间沿绝缘

材料表面$尤其是在绝缘表面潮湿或污染后$不发生击穿放电的最高电压

有决定作用(总之$二者都跟绝缘耐压有直接关系(
%!’在所有可能由于电压"故障电流"泄漏电流或类似作用而发生危

险的地方$必须留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在特殊情况下$如由于使用化学腐蚀液体或在规定使用时出现粉

尘$使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可能受到损害时$则应通过设计结构"选材和

适当的防污"防潮或防其他有害作用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
?" 开关"控制和调节装置安全要求

%!’控制和调节装置!电能的接通"分断和控制$必须保证有最大限

度的安全性(调节部分的设计$必须防止造成误接通"误分断(对于手动

控制$要保证操作运动的作用清楚明了$必要时必须辅以容易理解的图形

符号和文字说明(对于自动或部分自动的开关和控制过程$必须保证排除

由于过程重叠或交叉可能造成的危险$为此要有相应的连锁或限位装置(
控制系统的设计$要保证即使在导线损坏的情况下也不致造成危害(复杂

的安全技术系统要装设自动监控装置(
如果在设备上装有控制装置和作为特殊安全技术措施的离合器或连锁

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具有强制性作用(在下列情况之一时$此要求就能够

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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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安全技术措施要与工作过程和运行过程的开始同时起作用(

" 特殊安 全 技 术 措 施 起 作 用 之 后$工 作 过 程 和 运 行 过 程 才 有 可 能

开始(

# 在工作人员接近出现危险的区域时$先强制性地停止工作过程和

运行过程(
%#’紧急开关!在下列情况$设备必须装设紧急开关&

! 在可能发生危险地区域内$工作人员不能快速地操作开关$以终

止可能造成的危险(

" 有几个可能造成危险的部分存在$工作人员不能快速地操作一个

共用的操作开关终止可能造成的危险(

# 由于切断某个部分可能引起危险(

$ 在控制台处不能看到所控制的全套设备(
必须把足够数量的紧急开关装设在从各个控制位置人手都能迅速摸得

着的地方$并用醒目的红色标记(无论是被接通还是被分断的电源设备都

不允许由于启动紧急开关造成危险(有时还需要刹住缓慢停下来的危险运

动(紧急开关应该用手动复位(
%$’防止误启动措施!对于安装"维护"检验时$需要察看危险区域

或人体部分 %例如手或臂’需要伸进危险区域的设备$必须防止误启动(
可通过下列措施来满足此项要求&

! 先强制分断设备的电能输入(

" 在 !断开#位置用多重闭锁的总开关(

# 控制或连锁元件位于危险区域$并只能在此处闭锁或启动(

$ 具有可拔出的开关钥匙(

@" 标志和标牌设置原则

电气设备的标志和标牌能提供电气设备的基本性能参数"正确使用方

法以及危险提示(
%!’设备上要有能保持长久"容易辨认而且清晰的标志或标牌(这些

标志或标牌要给出安全使用设备所必需的主要特征$如额定参数"接线方

式"接地标记$危险标记"可能有的特殊操作类型和运行条件等说明(
%#’对于能根据使用人员的选择置于不同运行或功能 %例如当有几个

额定电压可供选择时’状态的设备$必须具有能够清楚表明所选择状态的

装置或标记(为此目的设置的装置 %例如测量仪器"功能选择开关’其定

量或定性的指示值要有足够的精度(
%$’由于设备本身的条件有限$不能在其上注出时$则必须以其他方

式清楚"可靠和有效地将应注意的事项告诉使用人员(例如用操作说明书

或安装说明书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文件应视为设备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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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气设备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的目的是防止直接接触所造成的电击(所谓的设备外壳防护

等级是指在按照规定的检验方法$外壳对接近危险部件"防止固体异物进

入或水进入所提供的保护程度(国家标准 )外壳防护等级* %&’%#=@.
!>>$’规定了设备外壳的防护等级"试验方法及表示方法(

!" 外壳防护功能分类与分级方法

外壳防护功能分为三种&对接近危险部件 %正常带电体’的防护,对

固体异物进入的防护,对进水防护(
每种防护功能又分为若干以特征数字表示的防护级别(对接近危险部

件的防护分为=4A共?个防护级别,对固体异物进入的防护也分为=4A
共?个防护级别,对进水防护分为=4@共>个防护级别(在上述分级中$
较高的数字代表较高的防护能力(

%!’对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参见表A)%(

表’"%!对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

防护

等级
简 要 说 明 含!!义

= 无防护 .

! 防止手背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B=CC 球形试具应与危险部件有足够的间隙

# 防止手指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CC$长@=CC的铰接试指应与危险部件有足够的间隙

$ 防止工具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BCC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

% 防止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CC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

B 防止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CC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

A 防止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CC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

%#’对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的防护等级$参见表A)B(

表’"&!对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的防护等级

防护

等级
简 要 说 明 含!!义

= 无防护 .

! 防止直径不小于B=CC 的固体异物 !直径B=CC 的球形物体试具不得完全进入壳内

# 防止直径不小于!#"BCC 的固体异物 !直径!#"BCC 的球形物体试具不得完全进入壳内

$ 防止直径不小于#"BCC 的固体异物 !直径#"BCC 的球形物体试具不得完全进入壳内

% 防止直径不小于!"=CC 的固体异物 !直径!"=CC 的球形物体试具不得完全进入壳内

B 防尘
!不能完全防止尘埃进入$但进入的灰尘量不得影响

设备的正常运行$不得影响安全

A 尘密 !无尘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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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进入的防护等级$参见表A)A(

表’"’!防止水进入的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简 要 说 明 含!!义

= !无防护 .

! !防止垂直方向淋水 !垂直方向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
!防止当外壳在!BD范围内倾斜时

垂直方向滴水

!当外壳的各垂直面在!BD范围内倾斜时$垂直滴水

应无有害影响

$ !防淋水 !各垂直面在A=D范围内淋水$无有害影响

% !防溅水 !向外壳各方向溅水无有害影响

B !防喷水 !向外壳各方向喷水无有害影响

A !防强烈喷水 !向外壳各方向强烈喷水无有害影响

? !防短时间浸水影响
!浸入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时间后外壳进水量不

致达有害程度

@ !防持续潜水影响
!按生产厂和用户双 方 同 意 的 条 款%应 比 级 别?更

严酷’持续潜水后进水量不致达有害程度

#" 外壳防护等级表示方法 %dN代码’
外壳防护等级一般用dN代码表示(dN代码由代码字母dN %国际防护

d:<;T:O<ES:OVNTS<;8<ES:’"第 一 位 特 征 数 字"第 二 位 特 征 数 字"附 加 字

母"补充字母组成(
第一位特征数字代表了对接近危险部件和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的防护等

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代表了防进水等级,附加字母表示对人接近危险部件

的防护等级,补充字母表示有关产品标准中需要补充的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依照前面所述$设备外壳具有三种防护能力$因而设备的外壳防

护能力应由代表三种防护能力的三位特征数字构成(然而在表示方法上$
把 !对接近危险部件防护#和 !对固体异物进入防护#两项防护功能统一

用一个等级特征数字表示(如果外壳的此两种防护功能的防护等级特征数

字相同$则二者共同的防护等级特征数字定义为统一的防护等级,如果此

两种防护功能的等级特征数字不同$则以其中较小者代表二者的统一防护

等级(这样$一个设备的外壳防护能力由两位特征数字便可以基本表示清

楚(第一位特征数字或第二特征数字如无需指明$则用 !̂ #代替(
%#’附加字母和补充字 母 根 据 需 要 添 加(有 时 为 了 强 调 或 专 门 说 明

!对接近危险部件防护#级别以及其他防护信息$需要增加其他辅助字母

来进一步表示外壳的防护能力(附加字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使用&

! 接近危险部件的实际防护水平高于第一位数字代表的防护等级(

" 第 一 位 特 征 数 字 用 !̂ #代 替$仅 需 表 示 对 接 近 危 险 部 件 的 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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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附加字母所表示的防护等级并非外壳的一种新防护功能的等级$只不

过是根据需要把第一位特征数字所表示的两种防护功能等级中$对接近危

险部件的防护功能等级单独表示出来(虽然其用字母 1"’"*", 来 表

示$实质上与对接近危险部件防护等级中的!"#"$"%级相当(参见表

A)?及表A)@(

表’"(!附加字母所代表的对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简 要 说 明 含!!义

1 防止手背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B=CC 球形试具应与危险部件有足够的间隙

’ 防止手指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CC$长@=CC 的铰接试指应与危险部 件 有 足 够 的

间隙

* 防止工具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BCC$长!==CC 的试具与危险部件 必 须 保 持 足 够

的间隙

, 防止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
!直径!"=CC$长!==CC 的试具与危险部件 必 须 保 持 足 够

的间隙

表’")!部分补充字母及其含义

字!!母 含!!义

0 高压设备

3 防水试验在设备的可动部件%如旋转电机转子’运行时进行

4 防水试验在设备的可动部件%如旋转电机转子’静止时进行

6 适用于规定的气候条件和有附加防护特点或过程

$"dN代码举例

%!’无附加字母和补充字母的dN代码

-
-
-
-
-
-

dN $ %

.......

----
代码字母

.....

---

第一位特征数字
....第二位特征数字

其中&
$...防止人手持直 径 不 小 于#"BCC 的 工 具 接 近 危 险 部 件,防 止 直

径不小于#"BCC 的固体异物进入设备外壳内(
%...防止由于在外壳各个方向溅水对设备造成有害影响(
dN̂ B...不要求第一位特征数字(
dN#̂ ...不要求第二位特征数字(
dN̂ B-dN̂ ?...针对不同的作用$给出防喷水和防短时间浸水的两种

不同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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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选择字母的dN代码

-
-
-
-
-
-
-
-
-

dN # $ *4

.........

-
-
-
-
-
-
-
-

代码字母
........

-
-
-
-
-
-

第一位特征数字
......

----
第二位特征数字

.....

---

附加字母
....补充字母

外壳带有上述dN代码$意即&
#...防止人用手指接近危险部件,防止直径不小于!#"BCC 的固体

异物进入外壳内(
$...防止淋水造成对外壳内设备的有害影响(
*...防止人手持直径不小于#"BCC 长度不超过!==CC 的工具接近

危险部件(
4...防止进水造成有害影响的试验是在所有设备部件静止时进行(
dN#=*...使用附加字母(
dN̂ *̂...不要求两位特征数字$使用附加字母(
dN̂ !*...不要求第一位特征数字$使用附加字母(
dN$̂ ,...不要求第二位特征数字$使用附加字母(
dN#$4...使用补充字母(
dN#!*3...使用附加字母和补充字母(
三! 电工电子设备防触电保护分类

国家标准 )电工电子设备防触电保护分类*%&’-(!#B=!.!>>=’规

定了接至外电源的低压电工电子设备一旦基本绝缘失效按照触电保护方式

所做的分 类(按 照 这 一 标 准 的 分 类$电 工 电 子 设 备 分 为="7"8"3
类(分类的数字只表示设备防触电保护所采用的方式$并不全面反映设备

的安全等级(
!"=类设备

=类设备仅靠基本绝缘作为防触电保护的设备$当设备有能触及的可

导电部分时$该部分不与设施固定布线中的保护 %接地’线相连接$一旦

基本绝缘失效$则安全完全取决于环境(
#" 7类设备

7类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不仅靠基本绝缘$还包括一种附加的安全措施$
即将能触及的可导电部分与设施固定布线中的保护 %接地’线相连接(

$" 8类设备

8类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不仅靠基本绝缘$还具有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

缘这样的附加安全措施(这种设备不采用保护接地的措施$也不依赖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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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类设备可以具有保护接地回路连续性的器件$但其必须在设备的内

部$并按8类设备的要求与能触及的可导电表面绝缘起来(
有金属外壳的8类设备必要时可以采取将等电位联接线与外壳连接(

8类设备可因工作 %与保护目的不同’的原因采取与大地连接的手段$但

必须在技术上无损于安全水平(
%" 3类设备

3类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依靠特低电压限值 %4P-I’供电$且设备内

可能出现的电压不会高于特低电压限值(

3类设备不得具有保护接地手段(必要时$可因工作 %与保护目的的不

同’的原因采取与大地连接的手段$但必须在技术水平上无损于安全水平(
有金属外壳的3类设备必要时可以采取将等电位联接线与外壳连接的

手段(
表A)>为电工电子设备防触电保护分类一览表(

表’"*!电工电子设备防触电保护分类一览表

项!!目
类!!别

=!类 7!类 8!类 3!类

设备主要特征 !没有保护接地 !有保护接地 !有附加绝缘不需

要保护接地
!设计成 由 特 低 电

压限值供电

安全措施 !使用环境要与地

绝缘

!接地线与固定布

线中的保护%接地’
线连接

!双重绝缘或加强

绝缘
! 特 低 电 压 限 值

供电

四! 电气设备电击防护

不同的电气设备根据其使用要求与环境$具有不同的外壳防护等级和

防触电保护类别(因此需要根据用电环境$正确选择相应的电气设备外壳

防护等级和防触电保护类别(同时$要根据所选设备防触电保护类别$辅

以适当的其他保护方式$如接地"自动断电等(
!" 外壳或遮栏防护等级确定

外壳或遮栏防护等级的确定取决于设备带电部分所处的区域和部位$
同时还应考虑电 气 设 备 或 装 置 的 应 用 环 境 条 件"电 压 等 因 素(国 家 标 准

)严酷条件下户外场所电气设施!一般防护要求*%&’>=@>"#.!>@@’对

严酷条件下户外场所电气设备和装置的外壳或遮栏的防护等级要求做出了

规定(所谓 !严酷条件下户外场所#包括露天矿"采石场"存料场和类似

场所(该标准规定如下(
%!’带电部分应布置在防 护 等 级 至 少 为dN̂ ’̂或dN#̂ 的 外 护 物 内

或遮栏之后(但以下情况除外$更换像某些灯头"插座或熔断器之类部件

时出现大的开孔$或按照设备的有关要求需要有大的开孔以实现设备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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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功能$此时应&

! 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人"畜意外触及带电部分(

" 提醒人们$通过开孔可能触及带电部分$因而不要有意地接触它(
%#’可 触 及 的 遮 栏 或 外 护 物 的 顶 部 水 平 表 面$防 护 等 级 至 少 应 为

dN̂ ,̂或dN%̂ (
%$’遮栏和外护物应牢固定位$并有足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以保持

所要求的防护等级$并在计及有关外界影响时$在已知的正常工作条件下

与带电部分有适当分隔(
%%’当需要移动遮栏或打开外护物或拆下外护物的部件时$应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

! 使用钥匙或工具(

" 将遮栏或外护物所防护的带电部分的电源断开后,恢复供电只能

在重新放回或重新关闭遮栏或外护物以后(

# 有能防止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等级至少为dN̂ ’̂或dN#̂ 的中间

遮栏$这种遮栏只有使用钥匙或工具才能移开(
用遮栏或外壳对带电部分作直接电击防护时的最低防护等级要求见表

A)!=(

表’"!+!用遮拦或外壳对带电部分作直接电击防护时的最低防护等级要求

电压范围
%交流’-I

操作区域 电气操作区域 封闭的电气操作区域

B=$-%!===

!对易触及的遮栏"外
壳或 顶 表 面 实 行 防 护
等 级 为dN#̂ 或dN%̂
的 完 全 防 护(这 种 防
护特 别 适 用 于 外 壳 上
可能 用 作 站 立 表 面 的
部分

!当-%A==I或在伸臂范围内
可同时触 及 的 带 电 部 分 没 有 压
差时$实 行 防 护 等 级 为dN!̂ 的
部分防护

!对易触及的遮栏"外壳或顶表
面$当-&A==I时$实行防护等
级为dN#̂ 的 完 全 防 护,当-&
AA=I时$实行防护等级为dN%̂
的完全防护

!这种防 护 特 别 适 用 于 外 壳 上
可能用作站立表面的部分

!当 -%A==I 时$不 设
防护$防护等级为dN=̂
!当-&A==I 或在伸臂
范 围 内 可 同 时 触 及 的 带
电部分没有压 差 时$实 行
防护等级为dN!̂ 的部分
防护

-&!===

!伸 臂 范 围 内 实 行 防
护 等 级 为 dNB̂ 的 完
全防护

!伸 臂 范 围 外 实 行 防
护 等 级 为 dN#̂ 的 部
分防护

!伸臂范 围 内 实 行 防 护 等 级 为

dNB̂ 的完全防护

!伸臂范 围 外 实 行 防 护 等 级 为

dN!̂ 的部分防护

!实行防 护 等 级 为dN!̂
的部分防护

!!注&!" !操作区域#是指操作人员正常履行职责时可以进入的具有高水平直接接触防护的电
气区域(

#" !电气操作区域#是指只有打开门或移开遮拦才能进入的具有中等水平直接电击防护的电
气区域$这个区域应设置清楚易见的安全标志(

$" !封闭的电气操作区域#是指只有使用工具或钥匙才能进入的或实现了连锁措施的"具有
较低水平直接电击防护的电气区域$这个区域应设置清楚易见的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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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标准还专门为电机"低压电器"灯具等外壳防护等级做出

了专门规定(
对于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由于使用者可能没有任何电气安全知识$

因此这类电器的安全标准规定$除工作和使用时必要的空洞之外均不得在

外壳上随意开孔$以防止与外壳内带电部分的意外接触$这个要求显然高

于dN̂ ,̂或dN%̂ (

#" 各类电气设备的基本安全要求

%!’绝缘电阻要求!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必须符合该设备的绝缘电阻

要求$见表A)!!(

表’"!!!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要求

电 气 设 备 绝 缘 类 型 绝缘电阻-36

!家用和类似用 途 电 器"手 持 电 动 工 具 带 电

部分与壳体之间

基本绝缘 #

加强绝缘 ?

!电子测量仪器与电网电源导电连接的电路

及类似电路

7类"8类仪器的功能绝缘 #

附加绝缘 B

加强绝缘"双重绝缘和保护阻抗 ?

!灯具
8类灯具基本绝缘 #

3类灯具附加绝缘 #

%#’设备防触电保护类别的选择与使用要求

! 某一领域或用途的电气设备$只能包含%类电气设备中的一部分(
如家用电器有="7"8"3四类,电动工具只有7"8"3三类,在使

用中与人体皮肤和毛发直接接触的电器$从防触电保护的角度$必须选用

8类或3类电器(

" 就使用环境而言$在一般的房间条件下$从防触电保护的角度必

须选 用7类"8类 和3类 电 器$且 外 壳 防 护 的 角 度 应 选 用 等 级 不 低 于

dN#=的电器,只有在没有间接触电危险的场所才允许选用=类电器 %如

吊在人所不能触及的屋顶的吊扇’(

# 7类设备具有基本绝缘和接地保护线(但7类设备中可以有双重

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如变压器中就存在这种情况(变压器安全标准规

定$如果7类变压器上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时$则这些部件应按

8类电气设备相应要求进行试验(
若一台电气设备虽整个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还仍备有保护接地

线时$则也认为是7类电气设备(

$ 8类设备安全定义为 !不采用保护接地$也不依赖于安装条件#$
但8类设备可因工作需要而采取与大地相连接$但在技术上无损于安全水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平(如8类变压器铁芯接地是一种功能性接地$不同于保护接地(

% 3类电气设备依靠特低电压限值供电$同时还要满足设备内部不

产生高于安全电压的电压$否则$就不属于3类电气设备(如通过电池提

供特低电压限值供电的电视机$由于其内部会产生高于安全电压的危险电

压$所以不属于3类电气设备(

& 3类电气设备虽 然 用 特 低 电 压 限 值 %B=I’电 源 供 电$然 而 这 并

不意味着对人没有危险(所以$当设备采用超过#%I 的特低电压限值供

电时$3类电气设备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部分的保护措施 %如防护

外壳’(

第三节!电气线路安全要求

电气线路安全保障是多方面的(良好而又符合标准的线路标志"标识

是保障在线路中正确接入电气设备$克服因错误接线而造成电气事故隐患

的有效手段,严格控制电气线路温升才能保障线路不易老化$进而避免线

路绝缘下降而造成电击或短路事故,输电线路与建筑物"地面"树木等保

持足够的间距以及合理可靠的布线$是防止电气线路造成直接电击必要措

施(此外$具有一定抗过载能力的导线截面积$尤其是保证保护导体的截

面积和强度以及输电线路保护装置的合理设置$可有效避免电气故障可能

产生的电气事故(
本节 主 要 涉 及 标 准 有 )导 体 的 颜 色 或 数 字 标 识* %&’?>%?"B.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B=#!?.!>>%’")低压配电设计规

范* %&’B==B%.!>>B’" )严酷条件下户外场所电气设 施!一 般 防 护 要

求*%&’>=@>"#.!>@@’")电气装置安装工程$BGI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

施工及验收规范*%&’B=!?$.!>>#’")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

接试验标准*%&’B=!B=.!>>!’(
一! 导线颜色与标识

国家标准 )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 %&’?>%?"B.!>>?’规定了用

颜色或数字标识电缆中的绝缘导体"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内分隔开的绝缘

导体及裸导体的一般规则$以避免混淆$确保安全操作(
!一"颜色标识

!" 单色使用规定

%!’单色使用通则

! 可用下述颜色标识导体&黑色"棕色"红色"橙色"黄色"绿色"
蓝色 %包括淡蓝色’"紫色"灰色"白色"粉红色"青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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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全考虑$当存在着与绿-黄双色相混淆的危险时$不使用单黄

色和单绿色(

# 保护导体用绿-黄双色标识$其他导体优先选用淡蓝色"黑色"棕色(

$ 推荐在导体的全线上使用绝缘导体的绝缘颜色或颜色标志做颜色

标识$还可在选定位置上做附加标记(
%#’淡蓝色使用规则

! 淡蓝色用于标识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如可能造成混淆$任何其

他导体都不应使用淡蓝色标记(在没有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时$多芯电缆

中的淡蓝色可用于除保护导体外的其他导体的标记(

" 当裸中性导体或中间导体采用颜色标识时$应使用!B4!==CC 宽

的淡蓝色条纹$在导体的每个区间或每个单元或每个易触及的部位做出标

记$也可在其全长用淡蓝色标记(
#" 双色的使用规则

%!’双色使用通则

! 如不会产生混淆$可选用单色使用通则中所述的颜色组合成颜色

标识(

" 除绿-黄双色组合外$黄"绿色不应与其他颜色组合(
%#’绿-黄双色的使用规则

! 绿-黄双色只应用于保护导体$而且是唯一被公认的用于识别保护

导体的颜色组合(

" 作为保护导体的裸导体应采用!B4!==CC 宽度相等的绿-黄双色

条纹在每根导体的全部长度上$或在导体的每个区间"单元上或每个可触

及的部位作出标记(如要使用胶带$只能用双色的(

# 绝缘导体用 于 保 护 导 体 时$绿"黄 颜 色 应 这 样 分 布&在 每!BCC
长的绝缘导体上$一种颜色覆盖绝缘导体表面不小于$=K$不大于?=K$
其余表面用另一种颜色覆盖(

$ 如果保护 导 体 能 从 其 形 状"结 构 或 位 置 上 识 别$例 如 同 心 导 体$
在导体的全长上不需要都有颜色标志$但在其端部或可触及的部位易用图

形符号或绿-黄双色给以清晰标识(
!二"数字标识

%!’数字使用通则

! 数字标 识 适 用 于 导 体 或 成 束 导 体 中 的 导 体$但 不 用 于 标 识 保 护

导体(

" 标记 应 用 阿 拉 伯 数 字$字 迹 用 清 晰 持 久$与 绝 缘 颜 色 形 成 强 烈

反差(
%#’多芯电缆!多芯电缆内的所有导体应按自然数序编号(数字应在

导体整个长度内每个 !Z#间隔处重复标出 %!Z#间隔的长度及数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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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产品标准中有规定’$连续标出的相邻数字方向应相反(
数字按图A)?所示的轴向 %烟囱式’标记和按图A)@所示的横向 %或

水平’标记(为避免造成混淆$应在数字A和>或任何包含A和>的组合

数字下面画一横线(

图A)?!线缆数字轴向标记
!

图A)@!线缆数字横向标记
!

二! 导线温度

国家标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B=#!?.!>>%’给出了常用

电力电缆的最高允许温度$参见表A)!#(
三! 导线间距

导线间"导线与地面"建筑物"树木等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且要

合理可靠地布线才能有效防止人意外触电$避免线路发生短路(

!" 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应与地面"道路树木"建筑物以及导线间要保持适当的安全

距离(参见表A)!$"表A)!%"表A)!B"表A)!A(

表’"!#!常用电力电缆的最高允许温度

电 缆 类 型 电压-GI
最高允许温度-J

额 定 负 荷 时 短!路!时

黏性浸渍绝缘

!4$ @=

A AB

!= A=

$B B=

#B=

!?B

不滴流纸绝缘

!4A @=

!= AB

$B AB

#B=

!?B

交联聚乙烯绝缘
%!= >=

&!= @=
#B=

聚氯乙烯绝缘 ?= !A=

自容式充油 A$4B== ?B !A=

!!注&!" 对 发 电 厂"变 电 所 以 及 大 型 联 合 企 业 等 重 要 回 路 铝 芯 电 缆$短 路 最 高 允 许 温 度

为#==J(

#" 含有锡焊中间接头的电缆$短路最高允许温度为!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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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

线路经过地区
线路电压-GI

!以下 A4!= $B4!!= ##=

居民区 A A"B ? ?"B

非居民区 B B"B AB A"B

交通困难地区 % %"B B"B

表’"!%!导线与道路行道树间的最小距离

项!!目
线路电压-GI

$B A4!= !以下

最大计算弧垂情况的垂直距离-C
最大计算风偏情况的水平距离-C

$"=
$"B

!"B
#"=

!"=
!"=

表’"!&!导线与建筑物凸出部分之间最小距离

项!!目
线路电压-GI

!以下 A4!= $B !!= ##=

垂直距离-C #"B $"= &B &B &B

边导线水平距离-C !"= !"B $ % B

表’"!’!同级电压或与较低电压线路交叉的最小交叉距离

线路电压-GI !以下 A4!= $B4!!= ##=

最小垂直距离-C ! # $ %

#" 接户线"进户线的安全距离

%!’!=GI 接户线与地 面 距 离 不 应 小 于%C,低 压 接 户 线 与 地 面 距 离

不应小于#"BC,低压接户线跨越通车街道时$与地面距离不应小于AC,
跨越通车困难的街道或人行道时$不应小于$"BC(

%#’低压接户 线 与 建 筑 物 有 关 部 位 的 距 离$不 应 小 于 表A)!?所 列

数据(

表’"!(!低压接户线与建筑物的安全距离 单位&CC

接户线下方窗口的垂直距离 $== 接户线下方阳台的垂直距离 #B==

接户线上方阳台或窗口的垂直距离 @== 墙壁"构架的距离 B=

窗口或阳台的水平距离 ?B=

%$’低压接户线的挡距不宜超过#BC$超过时应设接户线杆(低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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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线的线间距离符合表A)!@的要求(

表’"!)!低压接户线距

接户线架设方式 挡距-C 线距-8C

自电杆上引下
%#B #!B=

&#B ##==

%%’低压进户线的进线管口与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C,高压进户

线的进线管口与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BC,进线管口与接户线端头之间

的距离不应超过="BC(

$" 室内外配线安全距离

%!’室内外配线应尽量避开热源管道(但在与供热管道平行或交叉敷

设时$应尽量在管道下方或侧方$其最小距离应符合表A)!>的要求(
%#’室内外低压裸导 线 的 架 设$必 须 保 证 安 全 距 离$应 符 合 表A)#=

的要求(

表’"!*!电气线路与管道间最小距离 单位&CC

管 道 类 别 配 线 方 式 穿管配线
绝缘导线

明配线
裸导线配线

蒸汽管
平行

管道上 !=== !=== !B==

管道下 B== B== !B==

交叉 $== $== !B==

暖气管"热水管
平行

管道上 $== $== !B==

管道下 #== #== !B==

交叉 !== !== !B==

通风"给排水"压缩空气管
平行 !== #== !B==

交叉 B= !== !B==

!!注&!" 对蒸汽管道$当管外包隔热层后$上下平行距离可减至#==CC(

#" 暖气管"热水管应设隔热层(

$" 对裸导线$应加装保护网(

%" 上下水管与配线管线平行敷设在同一垂直平面时$应将配线管线设在水管上方(

表’"#+!室内外低压裸导线安全距离 单位&C

距地面 #$"B 距经常维护管道 #$"B

距汽车通道地面距离 #A"= 距经常维护设备 #$"B

如裸导线采用网状或板状护栏时$距地面"经常维护的管道和设备的

安全距离可减至#"BC(而裸导线与网状护栏的距离不得小于!==CC,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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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状护栏的距离 不 得 小 于B=CC(裸 导 线 与 建 筑 物 的 最 小 距 离 应 符 合 表

A)#!的要求(

表’"#!!裸导线之间及其与建筑物表面之间的距离

固定点间距-C 裸线最小间距-CC 固定点间距-C 裸线最小间距-CC

%# B= %4A !B=

#4% !== &A #==

%$’室内外绝缘导线敷设安全距离 应 符 合 表A)##"表A)#$"表A)#%
和表A)#B的要求(

表’"##!室内外绝缘导线之间的最小距离 单位&C

固定点间距
导线最小间距

室内配线 室外配线
固定点间距

导线最小间距

室内配线 室外配线

%!"B $B !==

!"B4$"= B= !==

$"=4A"= ?= !==

#A"= !== !B=

表’"#$!室内!室外绝缘导线与地面之间的最小距离 单位&C

敷 设 方 式 最 小 距 离 敷 设 方 式 最 小 距 离

水平敷设
室内 #"B

室外 #"?
垂直敷设

室内 !"@

室外 #"?

表’"#%!室外绝缘导线与建筑物!构筑物

之间的最小距离 单位&CC

敷!设!方!式 最 小 距 离

水平敷设的垂直距离

距阳台"平台"屋顶 #B==

距下方窗口上口 $==

距上方窗口下口 @==

垂直敷设时至阳台窗户的水平距离 ?B=

导线至墙壁和构架的距离%挑檐下除外’ B=

表’"#&!导线室内敷设固定点之间的距离 单位&CC

配线方式
线芯截面-CC#

!4% A4!= !A4#B $B4?= >B4!#=

瓷夹配线 A== @== . . .

瓷柱配线 !B== #=== $=== . .

瓷瓶配线 #=== #B==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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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线路的安全距离

%!’直埋电缆严禁平行敷设于工业管道的上面或下面(电缆之间"电

缆与其他管道"道路"建筑 物 之 间 平 行 和 交 叉 的 最 小 距 离 应 符 合 表A)#A
的规定(当电缆相互交叉时$高压电缆应放在低压电缆的下面(其他情况

下应遵照下列规定执行&

!!=GI 以上电力电 缆 间 及 其 与 控 制 电 缆 间 或 不 同 使 用 部 门 的 电 缆

间$当电缆穿管或用隔板隔开时$平行净距可降至="!C(

" 电力电缆间"控制电缆间及其相互之间$不同使用部门的电缆间

在交叉点前后!C 范 围 内$当 电 缆 穿 管 或 用 隔 板 隔 开 时$交 叉 净 距 可 降

至="#BC(

# 电缆与 热 管 道 %沟’"油 管 道 %沟’"可 燃 气 体 及 易 燃 液 体 管 道

%沟’"热力设备或其他管道 %沟’之间$当净距能满足要求$但检修时可

能伤及电缆时$在交叉点前后!C 范围内$须采取保护措施,当交叉净距

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将电缆穿入管中$其净距可降至="#BC(

$ 电缆与热力管道 %沟’及 热 力 设 备 平 行"交 叉 时$须 采 取 隔 热 措

施$使电缆周围土壤的温升不超过!=J(

% 直流电缆与电气化铁路路轨平行"交叉$其净距不能满足表A)#A
的要求时$须采取防电化腐蚀措施(

& 电缆与接地体之间相距不小于="BC(
%#’生产厂房内及隧道"沟道内电缆的敷设不宜平行于热力设备及管

道的上部(与热力设备及管道之间的净距$平行时不应小于!C$交叉时

不应小于="BC$当受条件限制时$须采取隔热保护措施(电缆通道应避

开锅炉的看火孔和制粉系统的防爆门$当受条件限制时$须采用穿管或封

闭槽盒等隔热防火措施(
%$’户内明设的电缆之间及与其他线路之间的最小距离应保证下列数

值要求&

! 低压电缆之间不得小于$BCC(

" 高压电缆之间不得小于!==CC(

# 低压电缆与高压电缆之间不得小于!B=CC(

$ 低压电缆与照明动力线路之间不得小于!==CC(

% 高压电缆与照明动力线路之间不得小于!B=CC(
四! 临时用电线路安全

临时用电线路使用时间较短$且随着工作需要不断变更$人们处于省

事心理$往往容易忽视布线的可靠性"合理性和安全性$加之临时线路往

往用于施工"采矿一类高用电危险环境$因此$临时线路具有更高的引发

事故的可能性(对于临时线路的安全不能因其 !临时#而忽视$应满足有

关法规"标准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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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电缆之间!电缆与管道!道路!建筑物之间平行

和交叉时的最小净距

项!!目
最小净距-C

平!行 交!叉

电力电缆间及其与控制电缆间
!=GI及以下 ="!= ="B=

!=GI以上 ="#B ="B=

控制电缆间 b ="B=

不同使用部门的电缆间%包括通信电缆’ ="B= ="B=

热管道%管沟’及热力设备 #"== ="B=

油管道%管沟’ !"== ="B=

可燃气体及易燃液体管道%管沟’ !"== ="B=

其他管道%管沟’ ="B= ="B=

铁路路轨 $"== !"==

电气化铁路路轨
交流 $"== !"==

直流 !="= !"==

公路 !"B= !"==

城市街道路面 !"== ="?=

杆基础%边线’ !"== b

建筑物基础%边线’ ="A= b

排水沟 !"== ="B=

乔木 !"B=

灌木丛 ="B=

水管"压缩空气管 !"== ="B=

!" 架空线路

%!’电杆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杆$也可采用木杆(钢筋混凝土杆不得露

筋$不得有环向裂纹及扭曲等缺陷(采用木杆和木横担$其材料必须坚硬

结实$不 得 有 腐 朽"劈 裂 及 其 他 损 伤$杆 长 不 小 于 @C$ 梢 径 不 小

于!%=CC(
%#’电杆埋设不得有倾斜"下沉及杆基积水等现象$否则须有底盘和

卡盘(回填土时要将土块打碎$每回填="BC 夯实一次$杆坑处要培土夯

实$其高度应超出地面="$C(电杆埋设深度应符合表A)#?的规定$木杆

埋入土内部分须刷沥青防腐漆$在严寒地区应埋设于冻土之下(装设变压

器的电杆$其埋设不应小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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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临时线路电杆埋设深度 单位&C

杆!高 @"= >"= != !! !# !$

埋!深 !"B !"A !"? !"@ !"> #"=

%$’拉线埋设坑 深 为!"#4!"BC$拉 线 与 电 杆 的 夹 角 不 得 小 于%BD$
当受地形限制时不得小于$=D(终端的拉线及耐张杆承力拉线与线路的方

向应正对$分角拉 线 与 线 路 分 角 方 向 应 正 对(防 风 拉 线 应 与 线 路 方 向 垂

直(拉线从导线之间穿过时$拉线上把应装设拉紧绝缘子$绝缘子距地面

高度不用小于#"BC(拉线的设置不得影响交通及施工$必要时应有防护

措施(
%%’供电线路路径选择要合理$要避开易碰"易撞"易受雨水冲刷和

气体腐蚀地带$须避开热力管道"河道和施工中交通频繁地带等不易架设

或有碍运行的场所或环境(
%B’现场内的低压架空线路在人员频繁活动区域或大型机具集中作业

区$须采用绝缘导线$架高 应 不 小 于AC$绝 缘 导 线 不 得 成 束 架 空 敷 设$
不得直接捆绑在电杆"树木"脚手架上$更不得拖拉在地面上(必须埋地

敷设时应穿钢管保护$且管内不得有接头$其管口应密闭以防灌水(
%A’导线截面的选择必须满足导线中最大负荷电流不得大于导线允许

载流量$线路末端的电压降不大于额定值的BK(导线跨越铁路"公路或

其他电力 线 路 时$铜 绞 线 截 面 不 得 小 于 !ACC#$钢 芯 铝 绞 线 不 得 小 于

#BCC#$铝绞线不得小于$BCC#(
%?’线路相互交叉架设时$不同线路导线之间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表

A)#@的规定(

表’"#)!线路交叉时导线之间最小垂直距离 单位&C

线路电压-GI $! !4!=

交叉电力线路-GI
$! ! #

!4!= # #

%@’线路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在最大弧垂时应符合表A)!$的规

定(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和最大风偏时与建筑物凸出部分的最小距离应符

合表A)!B的规定(
%>’现场内$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同杆架设时$高压线路必须位于低

压线路上方$电力线路必须位于通信线路上方(
%!=’线路在同一挡距内$一根导线的接头不得多于!个$同一条线

路在同一挡距内的接头总数不应超过#个(跨越铁路"公路或其他线路"
道路时 不 应 有 接 头$接 头 必 须 符 合 &’B=!?$.!>>#和 &’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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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线路的弧垂应根据挡距"导线截面"当地气候情况确定$最大

风偏时不得有相间短路$同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中安装曲线的规定(
%!#’!=GI 及 以 上 的 线 路 必 须 经 当 地 供 电 部 门 验 收 合 格 方 可 送 电

运行(
#" 电缆线路

%!’电缆线路应沿道路路边或建筑边缘直线埋设$转角处和直线段每

隔#=C 处应设电缆标志$标志一般为混凝土桩$标注内容有电压"截面"
容量"走向"用处等(

%#’电缆直埋表面距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C$电缆上下应铺以软

土或细沙$其厚度不得小于!==CC$上面盖砖保护(与铁路"道 路"公

路交叉时$应敷设在钢管内保护$钢管两端应伸出路基#C$管口应封墙

严禁防灌(
%$’电缆直埋时$电缆之间"电缆与其他管道"道路"建筑物之间平

行和交叉时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规定(严禁将电缆平行敷设于管道的上方或

下方$遇有特殊情况必须进行处理&

! 电缆在交 叉 点 前 后!C 范 围 内$将 电 缆 穿 入 管 中 或 用 隔 板 隔 开$
其交叉距离可减少="#BC(

" 电缆与热力管道"管沟及热力设备平行"交叉时$需采取隔热措

施$使电缆周围土壤的温升不超过!=J(

# 电缆与热力管道"油管道"可燃气体及易燃液体管道"热力设备

或其他管道"管沟之间$虽距离能满足要求$其检修管路有可能伤及电缆

时$这时在交叉点前后!C 范围内$须采取保护措施(当交叉距离不能满

足要求时$须将电缆穿入管中$其距离可减少为="#BC(
%%’低压 电 缆 需 架 空 敷 设 时$可 沿 建 筑 物"构 筑 物 架 设$架 设 高 度

%架设高度是指电缆架设后$电缆最低点与地面的距离’不应低于#C$接

头处应有良好绝缘并有防水措施(
%B’进入变配电所的电缆沟或保护管$在电缆敷设后应将其沟口"管

口处封堵严实$以防水或小动物进入(
%A’临时用电的电缆$其电缆头的制作必须按正规工艺要求进行$制

作好的电缆头必须经过绝缘电阻的摇测和耐压试验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GI 及以上电源电缆必须由当地供电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

使用(
%@’电缆敷设必须符合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B=!A@.!>>#’的要求(
发电设备"变配电装置"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等临时电源装置$安装

完毕后必须按 国 家 标 准 )电 气 装 置 安 装 工 程!电 气 设 备 交 接 试 验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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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的要求进行试验$并由现场电气技术负责人及供电部

门的人员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运行使用(当试验条件不具备时$至少应进

行绝缘电阻的测试$高压部分必须进行耐压试验(
五! 线路保护

)低压配 电 设 计 规 范* %&’B==B%.!>>B’对 防 止 配 电 线 路 因 过 载"
短路$从而发生线路的过热老化"绝缘失效"线路烧毁而断电以及火灾事

故做了规定(
!" 短路保护

%!’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应在短路电流对导体和连接件产生热作用

和机械作用造成危害之前切断短路电流(
%#’当短路持续时间不大于B9时$绝缘导体 %导线’的热稳定性应

符合下式&

/#0
1槡’

式中!/...绝缘导体截面积$CC#,
0...短路电流有效值$1,
’...允许短路电流持续时间$9,
1...不同绝缘的计算系数(

1 值由芯线和绝缘材料性质共同决定$见表A)#>(

表’"#*!不同绝缘的! 值

线!!芯
绝!缘!材!料

聚氯乙烯 丁基橡胶 乙丙橡胶 油 浸 纸

铜芯 !!B !$! !%$ !=?

铝芯 ?A @? >% ?!

%$’短路电流不应小于低压断路器的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保护器的整

定电流的!"$倍(
%%’在线芯截面减小处"分支处或导体类型"敷设方式或环境条件改

变后载流量减小处的线路$当越级切断线路不引起故障线路以外的一"二

级负荷供电中断$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装短路保护&

! 配电线路被前段线路短路保护器有效地保护$且此线路和过负载

保护电器能承受短路能量(

" 配电线路电源侧装有额定电流为#=1 及以下的保护电器(

# 架空配电线路的电源侧装有短路保护器(
#" 过载保护

%!’配电线路的过载保护$应在过载电流引起的导体温升对导体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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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接头"端子或导体周围的物质造成损害前切断负载电流(
%#’过载保护器的动作特性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0’%0:%0c

0#%!"%B0c

式中!0’...线路计算负载电流$1,
0:...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或断路器额定或整定电流$1,
0c...导体允许持续载流量$1,
0#...保证保护器可靠动作的电流(当保护器为低压断路器时$0#

为约定时 间 内 的 约 定 动 作 电 流,当 保 护 器 为 熔 断 器 时$0#

为约定时间内的约定熔断电流(
六! 中性线! 保护线! 等电位联接线

!" 颜色

%!’中性线采用淡蓝色(
%#’(_ 系统保护线 %NP’"保护中性线 %NP_’以及接地保护线采

用绿-黄双色线(
#" 中性线截面积要求

!GI 以 下 中 性 点 接 地 系 统 的 中 性 线 截 面 积 不 得 小 于 相 线 芯 截 面 积

的B=K(
$" 保护线截面积要求

%!’(_ 系统的保 护 线 %NP’或 保 护 中 性 线 %NP_’的 截 面 积 应 符

合以下规定&

! 铜芯$不小于!=CC#(

" 铝芯$不小于!ACC#(
%#’保护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A)$=的要求(

表’"$+!保护导线最小截面积

相线截面积/-CC# 相应保护导线最小截面积/N-CC#

/%!A /

!A$/%$B !A

/&$B /-#

但无论是 以 上 哪 种 情 况$保 护 导 线 的 最 小 截 面 积 均 不 得 小 于 以 下

数值&

! 有机械保护时$#"BCC#(

" 无机械保护时$%CC#(
%$’相导线电压超过!GI$保护导线截面积不得小于!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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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电位联接线截面积要求

%!’等电位联接的主母线的最小截面积应不小于装置中最大保护线的

一半$并不应小于ACC#(当用铜线时$其截面积不宜大于#BCC#(
%#’辅助等电位联接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同时又不能

小于表A)$!规定的最小值&

! 连接两个外露可导电部分的导体$其截面积不得小于连接到这两

个外露可导电部分的其中较小保护导体的截面积(

" 把外露可导电部分连接到外界可导电部分的导体$其截面积不得

小于相应保护导体的一半(

表’"$!!辅助等电位联接导体的最小截面积

额定电压--I
最小截面积-CC#

有机械保护 无机械保护

=$-%!=== 铜#"B$铝% 铜%$铝A

-&!=== 铜!=$铝!A 铜!=$铝!A

第四节!变配电所安全要求

变配电所电气设备集中$变电所内电气装置电压高于普通用电设备$
因而变配电所具有更高的危险性( )!=GI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
B==B$.!>>%’对企业"文教及民用建筑等各行业!=GI 及以 下 变 电 所 的

安全性能要求做出了规定(
一! 变电所通道与围栏

%!’室内"外配电装置的最小电气安全净距$应符合表A)$#的规定(
%#’露天或半露天的变电所的变压器四周应设不低于!"?C 高的固定

围栏 %墙’(变压器的外廓与围栏 %墙’的净距不应小于="@C$变压器底

部至地面不应小于="$C$相邻变压器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BC(
%$’露天或半露天的变压器供给一级负荷用电时$相邻的可燃油油浸

变压器的防火净距不应小于BC$若小于BC$应设置防火墙(防火墙应高

出油枕顶部$且墙两端应大于挡油设施各="BC(
%%’可燃油油浸变压器外廓与变压器室墙壁和门的最小净距$应符合

表A)$$的规定(
%B’设 置 于 变 电 所 内 的 非 封 闭 式 干 式 变 压 器$应 装 设 高 度 不 低 于

!"?C 的固定遮栏$遮栏网孔不应大于%=CCQ%=CC(变压器的外廓与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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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室内!外配电装置的最小电气安全净距 单位&CC

符号 适!用!范!围 场所
额定电压-GI

$="B $ A !=

!无遮栏裸带电部分至地%楼’面之间
室内

屏前#B==
屏后#$==

#B== #B== #B==

室外 #B== #?== #?== #?==

!有dN#̂ 防护等级遮栏的通道净高 室内 !>== !>== !>== !>==

1
!裸带电部分至接 地 部 分 和 不 同 相 的 裸 带 电 部 分

之间

室内 #= ?B !== !#B

室外 ?B #== #== #==

’
!距地%楼’面#B==CC 以 下 裸 带 电 部 分 的 防 护 等

级为dN#̂ 时$裸带电部分与遮护物之间的水平距离

室内 !== !?B #== ##B

室外 !?B $== $== $==

!不同时 停 电 检 修 的 无 遮 栏 裸 导 体 之 间 的 水 平

距离

室内 !@?B !@?B !>== !>#B

室外 #=== ##== ##== ##==

!裸带电部分至无孔固定遮栏 室内 B= !=B !$= !BB

*
!裸带电部分至用钥匙或工具 才 能 打 开 或 装 卸 的

栅栏

室内 @== @#B @B= @?B

室外 @#B >B= >B= >B=

!低压母排引出线 或 高 压 引 出 线 的 套 管 至 屋 外 人

行通道地面
室外 $AB= %=== %=== %===

!!注&海拔高度超过!===C 时$表 中 符 号 1 项 数 值 应 按 每 升 高!==C 大!K进 行 修 正,’"*
两项数值应相应加上 1项的修正值(

表’"$$!可燃油油浸变压器外廓与变压器室

墙壁和门的最小净距

变压器容量-GI1 !==4!=== !#B=及以上

变压器外廓与后壁"侧壁净距-CC A== @==

变压器外廓与门净距-CC @== !===

栏的净距不应小于="AC$变压器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CC(
%A’配电装置的长度大 于AC 时$其 柜 %屏’后 通 道 应 设 两 个 出 口$

低压配电装置两个出口间的距离超过!BCC 时$应增加出口(
%?’高压配电室内各种通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A)$%的规定(

表’"$%!高压配电室内各种通道最小宽度 单位&CC

开关柜布置方式 柜后维护通道
柜前操作通道

固 定 式 手 车 式

单排布置 @== !B== 单车长度e!#==

双排对面布置 @== #=== 双车长度e>==

双排背对背布置 !=== !B== 单车长度e!#==

!!注&!"固定开关柜为靠墙布置时$柜后与墙净距应大于B=CC$侧面与墙净距应大于#==CC(

#" 通道宽度在建筑物的墙面遇有柱类局部凸出时$凸出部位的通道宽度可减少#==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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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源从柜 %屏’后进线$且需在柜 %屏’正背后墙上另设开关

及其手动操作机构 时$柜 %屏’后 通 道 净 宽 不 应 小 于!"BC$当 柜 %屏’
背面的防护等级为dN#̂ 时$可减为!"$C(

%>’低压配 电 室 内 成 排 布 置 的 配 电 屏$其 屏 前"屏 后 的 通 道 最 小 宽

度$应符合表A)$B的规定(

表’"$&!配电屏前!屏后的通道最小宽度 单位&CC

型 式 布置方式 屏前通道 屏后通道 型 式 布置方式 屏前通道 屏后通道

固定式

单排布置 !B== !===

双排面对面布置 #=== !===

双排背对背布置 !B== !B==

抽屉式

单排布置 !@== !===

双排面对面布置 #$== !===

双排背对背布置 !@== !===

!!注&当建筑物墙面遇有柱类局部凸出时$凸出部位的通道宽度可减少#==CC(

二! 电力变压器安全

!" 运行巡视检查项目及要求

%!’检查变压器电压"电流及其变化情况$三相应基本一致(
%#’变压器的油位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见表A)$A(

表’"$’!油浸式变压器顶层油温一般规定值

冷 却 方 式 冷却介质最高温度-J 最高顶层油温-J

自然循环自冷"风冷 %= >B
强迫油循环风冷 %= @B
强迫油循环水冷 $= ?=

%$’瓷套管是否清洁$有无裂纹和损伤及放电痕迹或烧黑现象(
%%’充油套管和油位计内的油色是否正常$有无渗漏油现象(
%B’接线端子有无虚接"松动或过热打火现象(
%A’变压器运行声音是否正常$噪声均匀"不过大(
%?’呼吸器中的吸湿剂是否达到饱和$是否变色(
%@’气体继电器的油截门是否打开$是否渗漏(
%>’防爆管的隔膜是否完整(
%!=’冷却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室内变压器的门窗是否完好(
%!#’室外变压器的基础有无下沉"变压器的顶盖上是否有异物(
%!$’外壳接地是否良好$外壳接地电阻不超过%6(

#" 变压器绝缘要求

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应满足表A)$?的要求(
绝缘电阻在同一温度下$与上次测量相比降低$=K4B=K时$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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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油浸电力变压器绝缘电阻允许值 单位&36

高压绕组电压

等级-GI

温度-J

!= #= $= %= B= A= ?= @=

$4!= %B= $== #== !$= >= A= %= #B

#=4$B A== %== #?= !@= !#= @= B= $B

A=4##= !#== @== B%= $A= #%= !A= !== ?=

B== $=== #=== !$B= >== A== %== #?= !@=

绝缘油试验$对!=GI 及以下者做耐压试验$对$BGI 及以上者做绝缘油

简化试验及变压器泄漏电流"介质损耗角正切值试验(

第五节!综合电击防护要求

电气事故预防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即要从直接电击 %直接接触’和间

接电击 %间接接触’两个方面$利用屏护"安全间距"自动断电装置"接

地"等电位联接等各种防护措施综合提高用电的安全性$同时$还要保证

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本节涉及 的 主 要 标 准 有 )建 筑 物 电 气 装 置!第%)%!部 分&安 全 防

护!电击防 护* %&’!A@>B"#!.#==%’" )严 酷 条 件 下 户 外 场 所 电 气 设

施!一般防护要求*%&’>=@>"#.!>@@’")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A#!.!>>?’")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B=.!>>$’(

一! 直接电击防护

!" 遮栏或外护物遮栏或外护物 %外壳’
遮栏或外护物遮栏或外护物 %外壳’是防止直接接触的最基本措施$

根据用电环境"防护部位和用电电压等级不同$应采取不同的防护等级$
具体要求可参考本章第二节第四部分 !电气设备电击防护#(

#" 阻挡物

阻挡物应能防止以下情况之一(
%!’身体无意识地接近带电部分(
%#’正常运行中操作带电设备时无意识地触及带电部分(
%$’阻挡物可以不用钥匙或工具移开$但应适当固定$以防止其被无

意识的移开(
$" 伸臂范围之外

%!’可同时触及的不同电位的部分不应在伸臂范围内 %注&伸臂范围

是指无其他帮助物$如工具"梯子的赤手直接接触范围$如果两个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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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不超过#"BC$则认为是可以同时触及的’(
%#’如果在通常有人的位置在水平方向用一个防护等级低于dN̂ ’̂

或dN#̂ 的阻 挡 物 %如 栏 杆"网’进 行 限 制$则 伸 臂 范 围 应 从 阻 挡 物 算

起(在头的上方伸臂范围#"BC 是从人的活动面算起$这是不考虑保护等

级低于dN̂ ’̂或dN#̂ 的任何中间阻挡物(
%$’在正常情况下手持大的或长的导电物体的地方$计算上述两种情

况要求的距离时应计入那些物品的尺寸(

%" 用剩余电流保护器的附加防护

%!’采用额定剩余动 作 电 流 不 超 过$=C1 的 剩 余 电 流 保 护 器$被 认

为是其他防护措施失效时或使用者疏忽时的附加防护(
%#’在通过自动切断电源进行防护的地方$对于额定电流不超过#=1

的户外插座和为户外移动式设备供电的插座$应采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

超过$=C1 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来保护(
二! 间接电击防护

!一"自动断开电源

!" 自动断电时间要求

对于低压系统$自动断电要符合表A)$@的要求,对于高压系统$自

动断电应符合表A)$>的要求(

表’"$)!电压!-.及以下系统的自动断电时间

预期接触电压-I $B= B= ?B >= !!= !B= ##= #@=

最长动作时间-9 f B ! ="B ="# ="! ="=B ="=$

表’"$*!电压!-.以上系统的自动断电时间

预期接触电压-I $B= @= !#= !B= !@= $== %#= BB=

最长动作时间-9 f B ! ="B ="% ="! ="=B ="=$

#"(_ 系统自动断电要求

自动切断电源的动作电流应满足下式&

29Q0O%-=

式中!29...包括电源"电源到故障点之间的带电导体以及故障点到电

源之间的保护导体的阻抗在内的阻抗$6,

0O...自动切断电源的动作电流$1,

-=...对地标称电压 %有效电压’$I(
对于向7类手持电动工具或移动式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_ 系统最

长切断电源时间见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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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手持电动工具最长切断电源时间

-=-I 切断时间-9 -=-I 切断时间-9

!#= ="@ $@=! ="#

##= ="% &$@= ="!

#?? ="%

对于配电回路或只给固定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自动断电时间要求不

超过B9(
$"((系统自动断电要求

((系统自动断电的动作电流应满足下式&

&1Q0O%B=I

式中!&1...接地极和外露可导电部分保护导体的电阻之和$6,
0O...自动切断电源动作电流$1(

当保护器是剩余电流保护器时$是额定剩余动作电流09:(配电回路

允许的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动作时间不超过!9(
当保护电器是过电流保护 器 时$对 于 反 延 时 型 过 流 保 护 器$0O 是 保

证B9内自动切断电源的动作电流,对于瞬时过流保护器$0O 是保证瞬时

动作的最小电流(
%"d(系统自动断电要求

d(系统的配电线路中$当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可以在一定的时

间内 %一般为#F’不断开电源$但应由绝缘监视系统发出音响或灯光信

号$产生信号的动作电流应满足下式&

&1Q0Z%B=I

式中!&1...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接地电阻和保护线 %NP’电阻$6,
0Z...单相故障电流 %第一次故障电流’$1(

当d(系统发生第二次异相接地故障时$如果外露可导电部分单独接

地$故障回路自动断开电源应符合d( 系统故障保护要求,如果外露可导

电部分共同接地$故障回路自动切断要符合 (_ 系统故障保护要求(
d(系统发生第二次异相接地故障时$应满足下式&

29Q0O%槡$
#-=

式中!29...包括相线和保护线 %NP’在内的故障回路阻抗$6,
0O...保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1(

表A)%!为d(系统第二次异相故障最长切断时间(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表’"%!!/0系统第二次异相故障最长切断时间

装置标称电压%-=--’-I 切断时间-9 装置标称电压%-=--’-I 切断时间-9

!#=4#%= ="@ %==-A>=%$@=-AA=’ ="#

#$=-%==%##=-$@=’ ="% B@=-!=== ="!

!!注&!"-= 为相线与中性点或中线电压,- 为相间电压(

#" 括号外为dP*A==$@标称电压,括号内为我国标称电压(

$" 对于中间电压选用较高标称电压对应的切断时间(

!二"等电位联接

!" 总等电位联接

每个建筑物的以下可导电部分应与总等电位联接相连接&

! 总保护导体(

" 总接地导体或总接地端子(

# 建筑物总服务管道$如煤气管道"水管等(

$ 可利用的金属结构"集中供热和空调系统(
来 自 外 部 的 上 述 可 导 电 部 分 在 建 筑 物 内 距 进 入 点 尽 可 能 近 的 地 方

连接(

#" 辅助等电位联接

如果自动切断电源的条件不能满足$应采用辅助等电位联接(辅助等

电位联接应包括所有可同时触及的固定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

电部分$如可行$还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主钢筋(等电位联接系统应与

包括插座在内的所有设备的保护导体相连接(
辅助等电位联接应符合下式要求&

&%B=
0O

式中!&...同时可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等电位联接电阻,

0O...保护器的动作电流$1,对于剩余电流保护器$是动作电流

09:,对过电流保护器则是整定动作电流(
!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对 只 有 基 本 绝 缘 的 设 备$在 电 气 设 备 的 安 装 过 程 中 增 设 附 加

绝缘(
%#’对于没有绝缘的带电部分$在电气安装时增设加强绝缘,这种绝

缘只能用于结构特征无法采用双重绝缘的设备(
%$’准备投入运行的设备$只用基本绝缘与带电部分隔开的所有可导

电部分$都应置于保护等级至少为dN̂ ’̂或dN#̂ 的绝缘外护物内(
%%’在不用工具或钥匙能打开的绝缘外护物的盖或门打开时能触及的

可导电部分$都应设在保护等级不低于dN̂ ’̂或dN#̂ 的绝缘遮拦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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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人员无意识地触及那些部分(该绝缘栏应只有用工具才能移开(
三! 接地

)交流 电 气 装 置 接 地*%,--(A#!.!>>?’ 规 定 了 交 流 标 称 电 压

B==GI 及以下 发 电"变 电"送 电 和 配 电 装 置 %含 附 属 直 流 电 气 装 置$并

简称 !1 类电气装置#’以及建筑物电气装置 %简称 !’类电气装置#’的

接地要求和方法(
!"1 类电气装置保护接地范围

%!’电气装置和设施的下列金属部分$均应接地&
! 电机"变压器和高压电器等的底座和外壳(

" 电气设备的传动装置(

# 互感器的二次绕组(

$ 发电机中性点柜外壳"发电机出线柜和封闭母线的外壳等(

% 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 %&d4’的接地端子(

& 配电"控制"保护用的屏 %柜"箱’及操作台等的金属框架(

’ 铠甲控制电缆的外皮(

( 室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框架和钢筋混凝土架构以及靠近带电部分

的金属围栏和金属门(

) 电力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电缆的外皮$穿线的钢管及电

缆桥架等(

* 装有避雷线的架空线路杆塔(

+,- 除沥青地面的居民区外$其他居民区内$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

和高阻接地系统中无避雷线架空线路的金属杆塔和钢筋混凝土杆塔(

+,. 装在配电线路杆塔上的开关设备"电容器等电气设备(

+,/ 箱式变电站的金属箱体(
%#’电气设备和电力生产设施的下列金属部分可不接地&

! 在木质"沥青等不良导电地面的干燥房间内$交流标称电压$@=I
及以下"直流标称电压##=I 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外壳$但当维护人员可能

同时触及电气设备外壳和接地物件时除外(

" 安装在配电屏"控制屏和配电装置上的测量仪表"继电器和其他

低压电器的外壳$以及当发生绝缘损坏时在支持物上不会引起危险电压的

绝缘子金属底座等(

# 安装在已接地的金属架构上的设备 %应保证电气接触良好’(

$ 标称电压##=I 及以下的蓄电池内的支架(

% 由发电厂"变电所区域引出的铁路轨道(
#"1 类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

%!’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

! 有效接地和低电阻接地系统中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装置保护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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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

&%#===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流经接地装置的入地短路电流$1(

当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符合上式要求时$可适当增大接地电阻$但

不得超过B6(

" 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阻接地系统中的发电厂"变电所的高"
低压装置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但不应大于%6(

&%#==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接地故障电流$1(

# 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阻接地系统中的发电厂"变电所的高

压电气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但不应大于!=6(

&%#B=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接地故障电流$1(

%#’发电厂"变电所防雷接地电阻!独立避雷针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

于!=6(
%$’架空线路接地电阻!架空线路杆塔保护接地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宜

大于$=6(
%%’配电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

! 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阻接地系统"向建筑物电气装

置 %’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电气装置$其保护接地电阻应符合以下要求&
O" 与’类电气装置电源的接地点共用接地装置$且配电变压器安装

在其供电建筑物外时应符合下式$但不宜大于%6(

&%B=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单相接地故障电流,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为故障点残

余电流$1(
U" 与’类电气装置电源的接地点共用接地装置$且配电变压器安装

在其供电建筑物内时$不宜大于%6(
8" 与’类电气装置电源的接地点分别接地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

但不宜大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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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流经接地装置的入地短路电流$1(

" 低电阻接地系统的配电电气装置$其保护接地电阻应符合&

&%#===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流经接地装置的入地短路电流$1(

# 变压器防雷接地与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 对断路器"负荷开关和电容器组进行防雷保护的避雷器的接地线

与设备外壳相连$接地电阻不应大于!=6(

$"’类电气装置接地

%!’向’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变压器 安 装 在 建 筑 物 外 时$低 压 系

统电源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 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系

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下式且不超过%6 时$低

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共用一个接地装置(

&%B=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单相接地故障电流$1,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为故障

点残余电流(

" 当建筑物内未做总等电位联接$且建筑物距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

的距离 超 过 B=C 时$低 压 电 缆 和 架 空 线 路 在 引 入 建 筑 物 处$保 护 线

%NP’或保护中性线 %NP_’应重复接地$接地电阻不应超过!=6(

# 当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工作于低电阻接地系统时$低压系统不得

与电源配电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共用一个接地装置(低于系统电源接地点应

在距该配 电 变 压 器 适 当 的 地 点 设 置 专 用 接 地 装 置$其 接 地 电 阻 不 宜 超

过%6(
%#’向’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变压器 安 装 在 建 筑 物 内 时$低 压 系

统电源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 当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

系统时$当该变压器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6$低压系统接地点可与变压

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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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低电阻接地系统$当变压器的保护接地

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下式且建筑物内采用总等电位联接时$低压系统电源

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
0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计算用的流经接地装置的入地短路电流$1(

%$’低压系统由单独的低压电源供电时$电源接地点接地电阻不宜超

过%6(
%%’((系统中当系统接地点和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已进行等电位

联接时$电气装置外露导电部分不另设接地装置(否则电气装置外露导电

部分应设保护接地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

&%B=
0O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O...保证保护电气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1(
%B’d(系统各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保护接地可共用同一接地装

置$也可以个别或成组地用单独接地装置接地(每个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应符合下式&

&%B=
0Z

式中!&...考虑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6,

0Z...相线和外露导电部分间第一次短路故障电流$1(

第六节!雷 电 防 护

雷电所产生的放电电流高达数万安培$可直接导致人的死亡或设备损

坏$甚至会引起火灾(雷电放电时间短$具有很大的冲击性$因而易在周

围导体中产生较高的电磁感应电压$间接导致事故(此外$雷电能量可沿

着输电线路或通讯线路传播$造成大面积电气设备的损坏(
一! 防雷概述

根据雷电能量 存 在 或 传 播 的 形 式$雷 电 能 量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种&直 击

雷"感应雷"传播雷和球雷(根据雷电能量的不同形式$可采取不同的防

护手段见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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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雷电能量存在或传播的形式及防护手段

雷电能量形式 含!!义 防 护 手 段

直击雷

!空中云层静电与地面及其设施的直接放电$
其电流幅值从数千安到数百千安$放电时形成

的电流陡 度 可 达B=G1-:9(直 击 雷 的 破 坏 性

最大$其破 坏 性 一 方 面 来 自 其 强 大 的 放 电 电

流$另一方面来自其高冲击性%高电流陡度’

!直击雷的防护至今得到公认的唯

一防护方法是采用接闪器%避雷针"
避雷线"避雷带等’将直击雷能量引

入大地

感应雷

!感应雷分为两 种$一 种 是 电 磁 感 应 雷,另 一

种是静电感应雷(电 磁 感 应 雷 是 指 发 生 直 击

雷放电时$冲击电流在周围形成迅速变化的强

电磁场$进而在周围导体中形成较高的电磁感

应电压和电流,静电感应雷是指当带电云层离

地面较近时$在地 面 导 体 中 感 应 出 静 电$形 成

较高的对地电压$甚至产生放电电流(感应雷

的破坏性虽小于直击雷$但其破坏波及范围往

往大于直击雷

!感 应 雷 防 护 一 般 采 用 均 衡 电 压

法$即采用等电位联接$消除感应雷

在不 同 导 电 体 间 形 成 的 感 应 电 位

差(此外$防 止 感 应 雷 的 另 一 手 段

是与雷电泄漏装置保持足够的空间

距离

传播雷
!直击雷或感应 雷 形 成 的 高 电 压 往 往 会 沿 着

输电线路"管道等传播$形成雷电能量的转移(
传播雷进一步扩大了雷电的破坏范围

!传播雷的防护方法是在雷电传播

路径上设 置 泄 漏 装 置$通 过 泄 漏 装

置将雷电 能 量 泄 入 大 地$阻 止 其 进

一步传播(这种雷电能量泄漏装置

就是避 雷 器(除 此 之 外$防 止 感 应

雷的等电位联接也可以在雷电传播

的最后环节起到消除传播雷的作用

球雷

!球雷是一种较 为 特 殊 的 雷 电 形 式(放 电 时

形成 直 径 #=8C 左 右 的 彩 色 火 球$运 动 速 度

#C-9左右$持 续 时 间 数 秒 到 数 分 钟(其 能 量

和破坏性均较小

!球雷是一种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

识的雷 电 现 象(根 据 经 验$采 取 紧

闭门窗的方法可以有效防止球雷

二! 建筑物防雷分类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B==B?.!>>%’规定了建筑物的防雷分

类(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和后果$按防

雷要求分为三类$见表A)%$(

表’"%$!建筑物的防雷分类及其范围

类!!型 范!!围

! 第 一 类 防 雷

建筑物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属于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 凡制造"使用或储存炸 药"火 药"起 爆 药"火 工 品 等 大 量 爆 炸 物 质 的 建 筑 物$

因电火花引起爆炸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 具有=区或!=区爆炸危险环境的建筑物

!$" 具有!区爆炸危险环境 的 建 筑 物$因 电 火 花 而 引 起 爆 炸 会 造 成 巨 大 破 坏 和

人身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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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范!!围

! 第 二 类 防 雷

建筑物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属于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建筑物

!#" 国家级的会堂"办 公 建 筑 物"大 型 展 览 馆 和 博 览 建 筑 物"大 型 火 车 站"图 书

馆"国家级档案馆"大型城市的重要给水水泵房等特别重要建筑物

!$" 国家级计算中心"国际通 讯 枢 纽 等 对 国 民 经 济 有 重 要 意 义 且 装 有 大 量 电 子

设备的建筑物

!%" 制造"使用或储存爆炸物质的建筑物$且电火花不易引起爆炸或不致造 成 巨

大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B" 具有!区爆炸危险环境 的 建 筑 物$且 电 火 花 不 易 引 起 爆 炸 或 不 致 造 成 巨 大

破坏和人身伤亡者

!A" 具有#区或!!区爆炸环境的建筑物

!?" 工业企业内有爆炸危险的露天钢质封闭气罐

!@"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A次-O的部"省级办公建筑物及其他重要或人员密集

的公共建筑物

!>"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次-O的住宅"办公楼等一般民用建筑物

! 第 三 类 防 雷

建筑物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属于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建筑物及省级档案馆

!#"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 或 等 于="=!#次-O$且 小 于 或 等 于="=A次-O的 部"省 级

办公建筑物及其他重要或人员密集公共建筑物

!$"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 或 等 于="=A次-O$且 小 于 或 等 于="$次-O的 住 宅"办 公

楼等一般性民用建筑物

!%"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A次-O的一般性工业建筑物

!B" 根据雷击后果和当地气象"环境等因素$确定需要防雷的#!区"##区"#$区

火灾危险环境

!A" 在平均雷暴日大于!BZ-O的地区$高度在!BC 及以上的烟囱"水塔等孤立的

高耸建筑物,在平均雷暴日小于或等于!BZ-O的地区$高度在#=C 及以上的烟囱"
水塔等高耸孤立建筑物

三! 直击雷防护要求

!"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装设独立避雷针"避雷线或避雷网(避雷针"避雷线的保护范围

按滚球为$=C 计算,架空避雷网的网格不得大于BCQBC 或%CQAC(
%#’当装设独立的接闪器有困难时$可沿屋角"屋脊"屋檐等易受雷

击部位敷设避雷针"避雷线或避雷网$其所有避雷针"避雷线或避雷网相

互连接在一起(此外建筑物还要设均压环$各均压环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

!#C(下引线不少于#根$间距不超过!#C$每根下引线的接地冲击电阻

不超过!=6(
%$’对于排放爆炸性气体"蒸气"粉尘的放散管"呼吸阀"排风管等$

如无管帽$接闪器的接闪点 %接闪器外轮廓’应在管口上方半径为BC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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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之外,如有管帽$接闪器的接闪点应在表A)%%规定的空间之外(

表’"%%!有管帽管口接闪点不允许进入的空间范围

装置内压力与周围空气

压力差-GNO
排放物密度

管帽上方垂直高度

-C

距管口水平距离

-C

$B 大于空气 ! #

#4#B 大于空气 #"B B

%#B 小于空气 #"B B

&#B 大于或小于空气 B B

! 对排放物达不到爆炸浓度或无燃爆危险的排放管道$接闪器的保

护范围包含管口即可$对接闪点距管口的距离无特殊要求,

" 建筑物高度超过$=C 时$应采取如下防侧击措施&自$=C 起$每

AC 沿建筑物四周装设水平均压环$并与下引线相连接,$=C 及其以上金

属门"窗"栏杆等构件与防雷装置相连接(

#"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沿屋角"屋脊"屋檐等易受雷击部位敷设避雷针"避雷线或避雷

网(避雷针"避雷线的保护范围按滚球为%BC 计算$架空避雷网的网格

不得大于!=CQ!=C 或!#CQ@C(所有避雷针用避雷带相连接(
%#’每根下引线的接地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6(
%$’对于排放管口的保护方式和要求与第一类建筑物相同(
%%’当建筑物超过%BC 时$应将%BC 及以上建筑物钢构架"混凝土

钢筋"金属门窗或栏杆与防雷装置相连接$以防雷电侧击(

$"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沿屋角"屋脊"屋檐等易受雷击部位敷设避雷针"避雷线或避雷

网(避雷针"避雷线的保护范围按滚球为A=C 计算$架空避雷网的网格

不得大于#=CQ#=C 或#%CQ!AC(所有避雷针用避雷带相连接(
%#’每一根下引接地线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6,对于重要建筑物不

超过!=6(
%$’屋面上的放散管"呼吸阀"排放管"烟囱等可不另装接闪器$但

必须与屋面防雷装置相连(
%%’当建筑物超过%BC 时$应将%BC 及以上建筑物钢构架"混凝土

钢筋"金属门窗或栏杆与防雷装置相连接$以防雷电侧击(
表A)%B为各类建筑物接闪器要求(
四! 感应雷防护要求

直击雷放电时$会在周围导体中形成较高的感应电压$进而对人造成

电击$或产生放电火花引起火灾$因此$感应雷防护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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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类建筑物接闪器要求

建筑物防雷类别 滚球半径-C 避雷网网格尺寸-C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 %BQB或%AQ%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B %!=Q!=或%!#Q@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A= %#=Q#=或%#%Q!A

%!’建筑物内的设备"管道"钢筋构架"电缆金属外皮"钢窗等较大

金属物和突出屋面的放散管"通风管等金属物$均应接到防雷电感应的接

地装置上(
%#’平行敷设的管道"构架和电缆金属外皮等长金属物$其净距小于

!==CC 时$应采用金属线跨接$跨接点的距离不应大于$=C,交叉净距

小于!==CC 时$也在交叉处采取跨接(
%$’长金属 物 的 弯 头"阀 门"法 兰 等 连 接 处 的 过 渡 电 阻 大 于="=$6

时$连接处用金属线跨接(
%%’建筑物内防感应雷的接地干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不少于#处(
%B’接闪器 %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及下引线与导电体之间要保

持足够距离$防止直击雷形成二次放电$一般距离不小于$C(
%A’直击雷接地体距建筑物出口或人行道距离不应小于$C(小于$C

时$采取以下措施之一&

! 对于水平接地体$局部深埋不小于!C(

" 水平接地体局部包绝缘物(

# 采用沥青碎石地面或敷设B=4@=CC 厚的沥青层$宽度超过接地

体#C(
五! 传播雷防护

传播雷防护要求$见表A)%A(

表’"%’!传播雷防护要求

建筑物

防雷类别

传播雷

类别
防!护!要!求

!第一类防

雷建筑物

!供电线路

防传播雷

!!" 全长采用直埋电缆$入户处电缆金属外皮"钢管与防 感 应 雷 接 地 装

置相连

!#" 架空线路入户前采用长度#槡&%&为土壤电阻率’$且不小于!BC 的

金属铠甲电缆或护套电缆 穿 钢 管 直 接 埋 地 引 入$入 户 处 电 缆 金 属 外 皮$
钢管与防感应雷接 地 装 置 相 连,电 缆 与 架 空 线 路 连 接 处 装 设 阀 型 避 雷

器$避雷器与电缆金属外皮$钢管"金具等连在一起接地$冲击接地电阻

不大于!=6

!管道防传

播雷

!!" 架空金属管道进"出建筑物处与防感应雷接地装置 相 连$距 建 筑 物

!==C 内$每#BC 接地一次$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6
!#" 地下金属管道进"出建筑物处与防感应雷接地装置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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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建筑物

防雷类别

传播雷

类别
防!护!要!求

!第二类防

雷建筑物

!供电线路

防传播雷

!!" 采用与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相同的防雷方式

!#" 对平均雷暴日小于$=Z-O的地区$可采用低压架空线直接进入建筑

物$但应符合以下要求&

!! 在入户处装设避雷器或设#4$CC 间隙$并与绝缘子铁脚"金具连

在一起接到防雷接地装置上$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B6
!" 入户处三基杆绝缘子铁脚"金具均接地$靠近建筑物杆的冲击接地

电阻小于!=6$其余两杆不大于#=6
!管道防传

播雷

!架空金属管道进"出建筑 物 处 与 防 感 应 雷 接 地 装 置 相 连$并 在 距 建 筑

物#BC 处接地一次$接地电阻不应大于!=6

!第三类防

雷建筑物

!供电线路

防传播雷

!!" 将电缆的金属外 皮"钢 管 等 与 电 气 设 备 接 地 相 连(当 电 缆 转 为 架

空时$应在转换处装设避雷器,避雷器"电缆金属外皮和绝缘子铁脚"金

具等应连在一起$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6
!#" 对低压架空进出线$应 在 进 出 处 装 设 避 雷 器$并 与 绝 缘 子 铁 脚"金

具连在一起接到电气设备接地装置上

!管道防传

播雷

!进出建筑物的管道$在进出处就近接到防雷或电气设备的接地装置上

或独自接地$且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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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职业卫生概述

一! 职业危害因素与职业病
!一"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分类

在生产过程"劳动过程"作业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劳动者健康的因素$
称为职业危害因素(

!" 职业危害因素按其来源分类

职业危害因素按其来源可分为三类(
%!’与生产过程有关的!是指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原材料"工业毒物"

粉尘"噪声"振动"高温"辐射"传染性因素等(
%#’与劳动过程有关的!如劳动制度与劳动组织不合理均可造成对劳

动者健康的损害(
%$’与作业环境有关的!是指不良气象条件"厂房狭小"车间位置不

合理"照明不良等(
#" 职业危害因素按其性质分类

职业危害因素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
%!’化学因素!如工业毒物$如铅"苯"汞"锰"一氧化碳,生产性

粉尘$如矽尘"煤尘"石棉尘"有机性粉尘(
%#’物理因素!如异常气候条件$如高温"高湿"低温"高气压"低

气压,电离辐射$如 ^射线";射线,非电离辐射$如紫外线"红外线"
高频电磁场"微波"激光,噪声,振动(

%$’生物因素!如炭疽杆菌"霉菌"布氏杆菌"病毒"真菌等(
此外$还有与劳动过程有关的劳动生理"劳动心理方面的因素以及与

环境有关的危害因素(
!二"职业病和职业病名单

泛而言之$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及其他职业活动中$因接触

职业有害因素引起的疾病(在法律意义上$职业病有一定的范围$即指政

府主管部门列入 !职业病名单#的职业病$也就是法定职业病(它是由政

府主管部门所规定的特定职业病(法定职业病诊断"确诊"报告等必须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只有被依法确定为法

定职业病的人员$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目前$卫生部卫监发#==#第

!=@号 )职业病目录*中规定的职业病为!=大类!!B种(其中&

! 尘肺 %!$种’(

"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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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中毒 %BA种’(

$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B种’(

% 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 %$种’(

& 职业性皮肤病 %@种’(

’ 职业性眼病 %$种’(

(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种’(

) 职业性肿瘤 %@种’(

* 其他职业病 %B种’(
!三"职业卫生的三级预防原则

%!’一级预防!即从根本上使劳动者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采取措施

改进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及治理作业环境的职业危害因素$使劳动条件达

到国家标准$创造对劳动者的健康没有危害的生产劳动环境$这是杜绝职

业病与职业危害的上策(
%#’二级预防!即早期发现职业危害作业点及职业病病症(一方面要

根据国家卫生标准$经常对生产劳动环境进行必要的检查"监测,另一方

面要按照规定$对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定期身体检查$以便及早

发现问题和病情$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三级预防!对已患职业病者$做出正确诊断(对确诊者$要立即

调离有害作业岗位$及早治疗$防止病情发展"恶化$促进康复(
二! 化学性职业危害因素概述

!一"生产性粉尘及其危害

在生产中$与生产过程有关而形成的粉尘叫做生产性粉尘(生产性粉

尘对人体有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可能引

起严重的职业病...尘肺(

!" 来源

%!’固体物质的机械加工"粉碎$其所形成的尘粒$小者可为超显微

镜的微细粒子$大者肉眼即可见到$如金属的研磨"切削"矿石或岩石的

钻孔"爆破"破碎"磨粉以及粮谷加工等(
%#’物质加热时产生的蒸气在空气中凝结或被氧化$其所形成的微粒

直径多小于!:C$如熔炼 黄 铜 时$锌 蒸 气 在 空 气 中 冷 凝"氧 化 形 成 氧 化

锌烟尘(
%$’有机物质的不完全燃烧$其所形成的微粒直径多在="B:C 以下$

如木材"油"煤炭等燃烧时所产生的烟(
此外$铸件的翻砂"清砂时或在生产中使用的粉末状物质在混合"过

筛"包装"搬运等操作时$以及沉积的粉尘由于振动或气流的影响重又浮

游于空气中 %二次扬尘’也是生产性粉尘的来源(



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

#" 分类

生产性粉尘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三类(
%!’无机性粉尘!如 硅 石"石 棉"铁"锡"水 泥"金 刚 砂"玻 璃 纤

维等(
%#’有机性粉尘!如棉"麻"面粉"木材"兽毛"骨质"人造纤维等(
%$’混合性粉尘!系指上述各种粉尘混合存在而言(

$" 危害

生产性粉尘的种类繁多$理化性状不同$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多

种多样(就其病理性质可概况如下几种(
%!’全身中毒性!如铅"锰"砷化物等粉尘(
%#’局部刺激性!如生石灰"漂白粉"水泥"烟草等粉尘(
%$’变态反应性!如大麻"黄麻"面粉"羽毛"锌烟等粉尘(
%%’光感应性!如沥青粉尘(
%B’感染性!如破烂布屑"兽毛"谷粒等粉尘有时附有病原菌(
%A’致癌性!如 铬"镍"砷"石 棉 及 某 些 光 感 应 性 和 放 射 性 物 质 的

粉尘(!
%?’尘肺!如硅沉着病 %俗称矽肺$以下简称矽肺’"石棉肺"煤尘

肺等(
其中以尘肺的危害最为严重(尘肺是由于吸入生产性粉尘引起的以肺

的纤维化为主的职业病(我国#==#年公布的职业病目录中列出的法定尘

肺有!#种(在表?)!中对!#种尘肺病加以说明(
!二"生产性毒物危害

!" 生产性毒物分类

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或使用的有毒物质称为生产性毒物(生产

性毒物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以原料"辅助材料"夹杂物"半成品"成品"
废气"废液及废渣存在$其形态可能以固体"液体"气体存在于生产环境

中(如以气体形式存在的氯"溴"氨"一氧化碳"甲烷$电焊时产生的电

焊烟尘"水银蒸气"苯蒸气等$还有悬浮于空气中的统称为气溶胶粉尘"
烟和雾等微粒(

生产性毒物形态存在和 产 生 来 源 有 多 种 %见 表?)#’$在 进 行 职 业 卫

生学调查时应按生产工艺过程调查清楚(

#" 危害

%!’职业中毒!生产性毒物可引起职业中毒(职业中毒按发病过程可

分为三种形式&

! 急性中毒(由毒物一次或短时间内大量进入人体所致(多数由生

产事故或违反操作规程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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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种法定尘肺的病因及易发工种

尘!肺 致 病 粉 尘 易!发!工!种

矽肺

!矽尘%在我国可理解

为 含 游 离 二 氧 化 硅

!=K以上粉尘’

!矽肺发布最广"发 病 人 数 最 多%占%@K’$危 害 最 严 重(采

矿"建材%耐火"玻璃"陶瓷’铸造"石粉加工等工业中的各种接

尘工种均可发生(其中 最 典 型 的 是 由 石 英 粉 尘 引 起 的 矽 肺$
发病率高$发病工龄短$进展快$病死率高$是危害最严重的尘肺

煤工尘肺

!煤尘

!岩石尘

!煤岩混合尘

!发病人数占第二位%$>K’$主要发生在煤矿的采煤工"选煤

工"煤炭运输工"岩巷掘进工"混合工%主要是采煤和岩石掘进

的混合’

铸工尘肺 !铸造尘%型砂尘’ !发病人数占第三位%%K’$主要发生在型砂工"选型工"清砂

工"喷砂工

陶工尘肺
!陶 瓷 原 料"坯 料%混

合料’及钵料粉尘
!陶瓷厂中的原料工"成型工"干燥工"烧成工等

石棉肺 !石棉尘
!主要是石棉厂"石棉制品厂的各工种$以及石棉矿的采矿工

和选矿厂的选矿工

水泥肺 !水泥尘 !水泥厂以及水泥制品厂中的接尘工种

电焊工尘肺 !电焊烟尘
!各类工业中的电焊工$其中以造船厂"锅炉厂中在密闭场所

作业的电焊工最易发

滑石肺 !滑石尘 !滑石开采选矿"粉碎各工种及使用滑石粉的工种

铝尘肺 !金属铝尘$氧化铝尘 !炼铝和生产氧化铝的工种

炭黑尘肺 !炭黑尘 !生产和使用%橡胶"油漆"电池’炭黑各工种

石墨尘肺 !石墨尘 !石墨开采与石墨制品%坩埚"电极电刷’各工种

云母尘肺 !云母尘 !开采云母和云母制品各工种

表("#!生产性毒物分类

毒物类型 举!!例

!金属及类

金属

!金属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照理化特性 可 简 单 分 为 重 金 属"轻 金 属"类 金 属 三 类(金

属的毒性是多种多样的$如铅中毒"四乙铅中毒"锰中毒"铍中毒"镉中毒"砷中毒和磷

中毒等

!有机溶剂

!有机溶剂中毒引起的职业危害问题目前在全国也是非常突出的$例如生产酚"硝基

苯"橡胶"合成纤维"塑料"香料"制药"喷 漆"印 刷"橡 胶 加 工"有 机 合 成 等 这 些 工 种 常

有苯接触$引起的苯中毒(还有甲苯"汽油"四氯化碳"甲醇和正己烷中毒等

! 刺 激 性

气体

!工业生产中常遇到的一类有害气体$主要有氯气"光气"氮氧化物"氨气等(刺激性

气体对呼吸道有明显的损害$轻者为上呼吸道刺激症状$重者可致喉头水肿"喉痉挛"
中毒性肺炎$可发生肺水肿(刺激性气体大多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和副产品$此外

在医药"冶金等行业中也经常接触到(刺激性气体多有腐蚀性$生产过程中常因设备

被腐蚀而发生跑"冒"滴"漏现象$或因管 道"容 器 内 压 力 增 高 而 致 刺 激 性 气 体 大 量 外

逸造成中毒事故

!刺激性气体中毒症状 主 要 是 眼"上 呼 吸 道 均 有 刺 激 症 等(严 重 时$可 发 生 黏 膜 坏

死"脱落$引起突发性呼吸道阻塞而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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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毒物类型 举!!例

! 窒 息 性

气体

!一氧化碳中毒是一种最常见的窒息性气体(用煤"焦炭等制取煤气的过程中$制造

合成氨"甲醇"光气"羰基金属"采矿时爆破烟雾含大量一氧化碳"冶金工业中的炼铁"
炼钢"炼焦等作业场所$产生大量一氧化碳$这些都有接触一氧化碳的机会

!石油开采"炼制"含硫矿石冶炼"含硫 的 有 机 物 发 酵 腐 败 即 可 产 生 硫 化 氢$如 制 糖"
造纸业的原料浸渍,清理粪池"垃圾"阴沟时都可发生严重硫化氢中毒

!不通风的发酵池"地窖"矿井"下水道"粮仓等处可有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蓄积引起

二氧化碳中毒(另外还有氰化物及甲烷中毒等

!苯的氨基

和 硝 基 化

合物

!常见的有苯胺"苯二胺"联苯胺"二硝 基 苯"三 硝 基 甲 苯"硝 基 氯 苯 等(这 类 化 合 物

广泛用于 制 药"印 染"油 漆"印 刷"橡 胶"炸 药"有 机 合 成"染 料 制 造 以 及 化 工"农 药 等

工业

!本类化合物中三硝基甲苯"二硝基酚"三硝苯胺等均可引起白内障(苯的氨基化合

物具有致癌作用$如联苯胺"%)氨基联苯可致膀胱癌

!高分子化

合物

!高分子化合物的生产包括&

!!" 由化工原料合成单体

!#" 单体经聚合或缩聚成聚合物

!$" 聚合物的加工"塑制等(在 整 个 合 成"加 工 及 使 用 过 程 中 均 可 产 生 一 些 有 害 因

素$如氯乙烯"丙烯腈"氯丁二烯"二异氰酸甲苯酯"环氧氯丙烷"己内酰胺"苯乙烯"丙

烯酰胺"乙氰及二甲基甲酰胺等中毒

" 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指长期小量毒物进入机体所致(绝大多数是

由蓄积作用的毒物引起的(

# 亚急性中毒(亚急性中毒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在短时间内有较大

量毒物进入人体所产生的中毒现象(
现行 )职业病名单*中$职业中毒共有BA种(
%#’带毒状态!接触工业毒物$但 无 中 毒 症 状 和 体 征$尿 中 或 其 他

生物材料中所含的毒物量 %或代谢产物’超过正常 值 上 限,或 驱 除 试 验

%如驱铅"驱汞’阳性(这 种 状 态 称 带 毒 状 态 或 称 毒 物 吸 收 状 态$例 如

铅吸收(
%$’导致职业病!例如铍可引致铍肺$氟可致氟骨病等(
%%’致突变"致 癌"致 畸!某 些 化 学 毒 物 可 引 起 机 体 遗 传 物 质 的 变

异$有突变作用的化学物质称为化学致突变物(有的化学毒物能致癌$能

引起人类或动物癌病的化学物质称为致癌物(有些化学毒物对胚胎有毒性

作用$可引起畸形$这种化学物质称为致畸物(
%B’对生殖功能及下一代的影响!生产性毒物对女职工月经"妊娠"

授乳等生殖功能可产生不良影响$不仅对妇女本身有害$而且可累及下一

代(铅"汞"砷"二 硫 化 碳 等 可 通 过 乳 汁 进 入 乳 儿 体 内$影 响 下 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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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接触二硫化碳的男工$精子数可减少$影响生育,铅"二溴氯丙烷$

对男性生育功能也有影响(
!三"化学性职业危害因素的技术防护措施

对化学性职业危害因素的主要技术防护措施见表?)$(

表("$!对化学性职业危害因素的主要技术防护措施

防护项目 防!护!措!施

防尘

!!" 选用不产生或少产生粉尘 的 生 产 工 艺$采 用 无 危 害 或 危 害 性 较 小 的 原 辅 材 料$是

清除"减弱粉尘危害的根本途径

!#" 通过密闭化"管道化"机械化"自动化"喷水喷雾抑尘"正确及时清扫以消除二次扬

尘等方式$限制"抑制扬尘和粉尘扩散

!$" 考虑工艺特点和排尘要 求$利 用 风 压"热 压 差$合 理 组 织 气 流$充 分 利 用 自 然 通 风

改善作业环境(同时辅以全面机械通风"局 部 机 械 排 风$通 过 除 尘 设 备$以 保 证 作 业 场

所空气质量符合卫生标准的要求$同时排入大气的粉尘浓度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规定

!%" 辅以防尘口罩"防尘工作服"头盔"呼吸器"眼镜等个体防护用品$减小生产性粉尘

对劳动的危害程度$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B" 加强通风除尘设施的维护检修$确保正常运行

防毒

!!" 尽可能以无毒"低毒的工艺和原辅材料代替有毒"高毒的工艺和原辅材料$是防毒

的根本措施

!#" 通过密闭化"管道化尽可 能 负 压 操 作 防 止 有 毒 物 质 泄 漏"外 逸,通 过 机 械 化"自 动

化"程序化"隔离操作$使操作人员不接触或少接触有毒物质$或误操作造成的职业中毒

事故

!$" 受技术"经济条件限制$仍然存在有毒物质逸散且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采用

全面通风"局部排风"局部送风等机械通风排毒措施$加以后继的净化装置$使工作场所

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控制在职业卫生标准 接 触 限 值 以 下$同 时 排 入 大 气 的 有 毒 物 质 浓

度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规定

!%" 辅以防毒口罩"工作服"头盔"呼吸器"眼镜等个体防护用品$减小有毒物质对劳动

者的危害程度$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B" 加强通风排毒设施的维护检修$确保正常运行

三! 物理性职业危害因素概述

!一"物理性职业危害因素分类及其危害

作业场所存在的物理性职业危害因素有噪声"振动"辐射"异常气象

条件 %气温"气压"气流’等(
!" 生产性噪声与振动

%!’分类!生产性噪声与振动的分类参见表?)%(
%#’危害!生产性噪声对人体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听觉

器官的损害$长时间在噪声作用下$听觉器官的敏感性下降$由听觉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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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产性噪声与振动分类

职业危害因素 举!!例

生产性噪声

空气动力噪声
!各种风机"空气压缩 机"风 动 工 具"喷 气 发 动 机"汽 轮 机 等$是 由

压力脉冲和气体排放发出的噪声

机械性噪声 !各种车床"电锯"电刨"球磨机"砂轮机"织布机等发出的噪声

电磁性噪声
!电磁式振动台和振荡器"大型电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等产生的

噪声

振动
!锻造机"冲压机"压缩 机"振 动 机"振 动 筛"送 风 机"振 动 传 送 带"
打夯机"收割机等

到听觉疲劳$最后导致职业性耳聋(同时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及全身

其他器官功能也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振动病是在生产劳动中长期受外界振动影响引起的职业性疾病(在生

产中手臂受振动所造成的危害较为明显和严重$国家已将手臂振动的局部

振动病列为职业病(
#" 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分类"来源及其导致的职业病参见表?)B(

表("&!电磁辐射分类!来源及其所致的职业病

类!!型 来!!源 导致的职业病

! 非 电 离

辐射

! 高 频 作

业"微波作

业等

!高频感应加热(金属的热处理"表

面淬火"金 属 熔 炼"热 轧 及 高 频 焊 接

等$工人作业地带高频电磁场主要来

自高频设备的辐射源$无屏蔽的高频

输 出 变 压 器 常 是 工 人 操 作 位 的 主 要

辐射源

!微波能 具 有 加 热 快"效 率 高"节 省

能源的特 点(微 波 加 热 广 泛 用 于 食

品"木材"皮 革"茶 叶 等 加 工 以 及 医

药"纺织印 染 等 行 业(烘 干 粮 食"处

理 种 子 及 消 灭 害 虫 是 微 波 在 农 业 方

面的重要应用

!射频辐 射 对 人 体 的 影 响 不 会 导 致

组织器官的器质性损伤$主要引起功

能性改变$并具有可逆性特征(往往

在停止接触数周或数月后可恢复

!微波对 机 体 的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在 神

经系统"分泌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红外线

!在生产 环 境 中$加 热 金 属"熔 融 玻

璃"强发 光 体 等 可 成 为 红 外 线 辐 射

源(炼钢 工"铸 造 工"轧 钢 工"锻 钢

工"玻璃熔吹工"烧瓷工"焊接工等可

受到红外线辐射

!红外线 引 起 的 白 内 障 是 长 期 受 到

炉火或加 热 红 外 线 辐 射 而 引 起 的 职

业病$为红外线所致晶状体损伤(职

业性白内障已列入职业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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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来!!源 导致的职业病

! 非 电 离

辐射

!紫外线

!生产环境中$物体温度达!#===J
以 上 的 辐 射 的 电 磁 波 谱 中 即 可 出 现

紫外线(随着物体温度的升高$辐射

的紫外线 频 率 增 高(常 见 的 辐 射 源

有冶炼 炉%高 炉"平 炉"电 炉’"电 焊"
氧乙炔气焊"氩弧焊"等离子焊接等

!紫外线 对 皮 肤 作 用 能 引 起 红 斑 反

应(强烈的 紫 外 线 辐 射 作 用 可 引 起

皮炎$皮肤接触沥青后再经紫外线照

射$能 发 生 严 重 的 光 感 性 皮 炎$并 伴

有头痛"恶心"体温升高等症状$长期

受紫外线作用$可发生湿疹"毛囊炎"
皮肤 萎 缩"色 素 沉 着$甚 至 可 发 生 皮

肤癌

!在作业 场 所 比 较 多 见 的 是 紫 外 线

对眼睛的损伤$即由电弧光照射所引

起的 职 业 病...电 光 性 眼 炎(此 外

在雪 地 作 业"航 空 航 海 作 业 时$受 到

大量太阳光中紫外线照射$可引起类

似电 光 性 眼 炎 的 角 膜"结 膜 损 伤$称

为太阳光眼炎或雪盲症

!激光

!激光 也 是 电 磁 波$属 于 非 电 离 辐

射(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
医疗和科研等领域

!在 工 业 生 产 中 主 要 利 用 激 光 辐 射

能量集中的特点$用于焊接"打孔"切

割"热处理等

!激光对 健 康 的 影 响 主 要 是 它 的 热

效应和光化学效应造成的$可引起机

体内某些酶"氨基酸"蛋白质"核酸等

活性降低或失活

!眼部受激光照射后$可突然出现眩

光感$视力模糊等$激光意外伤害$除

个别人发生永久性视力丧失外$多数

经治疗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恢 复(激 光

还对皮肤造成损伤

!电离辐射

!凡 能 引 起 物 质 电 离 的 各 种 辐 射 称

为电离辐 射(如 各 种 天 然 放 射 性 核

素和人工放射性核素"̂ 线机等

!工 业 生 产 上 还 利 用 射 线 照 相 原 理

进行管道 焊 缝"铸 件 沙 眼 的 探 伤 等(
放射性仪器仪表多使用封闭源$造成

工作人员的外照射

!电离 辐 射 引 起 的 职 业 病...放 射

病(放射性 疾 病 是 人 体 受 各 种 电 离

辐射照射 而 发 生 的 各 种 类 型 和 不 同

程度损伤%或疾病’的总称(它包括&

!全身性放射性疾病$如急慢性放射

病,"局部放射性疾病$如急"慢性放

射性 皮 炎"放 射 性 白 内 障,#放 射 所

致远期损伤$如放射所致白血病

!!注&放射性疾病$除战时核武器爆炸引起之外$常见 于 核 能 和 放 射 装 置 应 用 中 的 意 外 事 故$

或由于防护条件不佳所致职业性损伤(列为国家法定 职 业 病 者$包 括 急 性"慢 性 外 照 射 放 射 病$

外照射皮肤放射损伤和内照射放射病四种(

$" 异常气象条件对人体的影响及引起的职业病

气象条件主 要 是 指 空 气 的 温 度"湿 度"气 流 与 气 压 而 言$在 作 业 场

所$由这四要素组成的微小气候和劳动者的健康关系甚大(作业场所的微

小气候既受自然条件影响$也受生产条件影响(作业场所异常气象条件的

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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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工作地点气温$=J以上"相对湿度@=K以

上的作业$或工作地点气温高于夏季室外气温#J以上$均属高温"强热

辐射作业(如冶金工业的炼钢"炼铁"轧钢车间$机械制造工业的铸造"
锻造"热处理车间$建材工业的陶瓷"玻璃"搪瓷"砖瓦等窑炉车间$火

力电厂和轮船的 锅 炉 间 等(这 些 作 业 环 境 的 特 点 是 气 温 高"热 辐 射 强 度

大$相对湿度低$形成干热环境(
%#’高温高 湿 作 业!气 象 条 件 特 点 是 气 温"气 湿 高$热 辐 射 强 度 不

大$或不存在 热 辐 射 源(如 印 染"缫 丝"造 纸 等 工 业 中$液 体 加 热 或 蒸

煮$车间气温可达$BJ以上$相对湿度达>=K以上(煤矿深井井下气温

可达$=J以上$相对湿度>BK以上(
%$’其他异常气象条件!夏季露天作业和寒冷地区或极区从事野外作

业的低温作业$见 于 潜 水 作 业 和 潜 涵 作 业 的 高 气 压 作 业 和 见 于 高 空"高

山"高原等低气压环境的低气压作业(
异常气象条件引起的职业病有中暑"减压病"高原病等(
!二"物理性职业危害因素防护措施

!" 噪声"振动及高温防护措施 %见表?)A’

表("’!噪声!振动及高温防护措施

防护项目 防!护!措!施

防噪声

!!" 选用低噪声设备$减少冲击性和高压气体排放工艺

!#" 采用隔离"远距离控制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操作人员隔开

!$" 具有生产性噪声的车间应尽可能远离其他非噪声作业车间"行政区与生活区

!%" 采用隔声"消声"吸声和降噪等技术$使工作场所噪声限值符合卫生标准的要求

!B" 为劳动者提供声衰性能良好的护耳器$减小噪声对劳动的危害程度$保护劳动者

的健康

防振动

!!" 从工艺和技术上消除或减少振源是预防振动危害最根本的措施

!#" 对厂房的设计和设备的布局采取安装减振支架"减振垫层等减振措施

!$"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修筑隔振沟

!%" 采取戴防振手套"穿防振 鞋 等 个 体 防 护 措 施$减 小 振 动 对 劳 动 的 危 害 程 度$保 护

劳动者的健康

防暑!

!!" 通过合理组织自然通风气流$设置全面"局部送风装置或空调降低工作环境的温度

!#" 在炎热季节对高温作业工种的工人供应含盐清凉饮料

!$" 限制持续接触热时间

!%" 使用隔热服"隔热面罩等 个 体 防 护 用 品$减 小 高 温 对 劳 动 的 危 害 程 度$保 护 劳 动

者的健康

#" 电离辐射的防护措施

控制辐射源的质和量是治本的方法(使用封闭型电离辐射或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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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作$射线由外部对人体照射$称为外照射(常用封闭源有钴 %A=*S’"
铯 %!$?*9’"镭 %##ARO’等(外照射防护的基本方法有时间防护"距离防

护和屏蔽防护三种$通称 !外防护三原则#(
$" 非电离辐射的防护措施 %见表?)?’

表("(!非电离辐射的防护措施

类!型 防!护!措!施

高频电磁场
!首先应找出发生源(据调查高频振 荡 电 路"高 频 馈 线"高 频 工 作 电 路 三 部 分$可

能成为强辐射的发生源(然后用金属导体将辐射源屏罩起来$屏罩要有良好接地

微波辐射

!直接减少辐射源的辐射和屏蔽辐射源(还有用夹有细的金属丝或涂银的织品组

成屏蔽窗帘"帏幔"工作服"风帽等!可塑性#屏蔽

!当不可能对辐射源进行屏蔽时$应采用工作地点的屏蔽$或加大工作地点与辐射

源的距离

!个人防护用品有防护眼镜及防护服

!执行安全规则

!防护设备应定期检查"维修

红外辐射线 !红外辐射防护的重点是对眼睛的保护$严禁裸眼直视强光源

紫外辐射
!生产中的紫外辐射主要来源于电焊作业$操作者必须佩戴专用的防护面罩"防护

眼睛以及防护手套$不得有裸露的皮肤

激光
!操作室维护设备应使用吸光材料$色调宜暗(个体防护用品有防燃工作服$防护

眼镜(使用前必须经专业人员选择"鉴定$并定期测试防护效果

第二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要求概述

一!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条件

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也是安全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职业卫生方面的安

全生产许可条件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一般来说应包括以下内容&

! 职业卫生管理责任制及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

" 有关职业卫生行政许可证书(

# 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立与日常管理(

$ 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管理人员"存在职业危害因素作

业场所从业人员的职业卫生的培训与教育(

% 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与从业人员的佩戴(

&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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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和职业危害的评价(

(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项目的申报(

) 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和事故隐患的整改与消除(

* 职业卫生应急救援预案(

+,- 职业卫生档案和作业人员健康监护档案(

+,.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警示标志与职业危害防护设备设施的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

+,/ 劳动合同与从业人员的工伤社会保险(

+,0 其他法律"法规和规定的监督检查内容等(
二! 职业卫生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
!一"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年?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年!=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国发 /!>@?0!=@号’(

$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号’(

%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年B月’(

&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国务院!>@@)?)#!’(

’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号令’(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号’(

) )辐射防护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卫法监发 /#==#0A$号’(

+,- )高毒物品目录*%卫监法 /#==$0!%#号’(
!二"主要相关标准

! )职业安全卫生术语*%&’-(!B#$A.>%’(
"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B=@$.!>>>’(

$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A!.!>>#’(

’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A>=.!>>#’(

(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B@.#==$’(

) )小型工业企业建厂劳动卫生基本技术条件*%&’!A>!=.!>>?’(

* )电离辐射防护规定*%&’@?=#.!>@@’(

+,- )作业场所局部振动卫生标准*%&’!=%$%.!>@>’(

+,. )作业场所微波辐射卫生标准*%&’!=%$%.!>@>’(

+,/ )作业场所超高频辐射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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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A4!!AAA.!>@@’(

+,= 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B$4!@=@$4!!AAA.#===’(

+,>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A#>?.!>>A’(

+,@ )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A1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B=!@?.!>>$’(

+A- )采暖通风与空调设计规范*%#==%版’%&’+!>.!>@?’(

+A.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A/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B==$$.#==!’(

+A0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B==$%.#==%’(

+A<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原则*%&’!!AB!.!>@>’(

+A=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试行’*%国经贸安全 /!>>>0%B!号’(

+A>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B=%%.!>@B’(

+A? )有毒作业分级*%&’!#$$!.!>>=’(

+A@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B@!?.!>@A’(

+B1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A>.!>@$’(

+B- )高温作业分级*%&’-(%#==.!>>?’(

+B. )低温作业分级*%&’-(!%%%=.>$’(

+B/ )冷水作业分级*%&’-(!%%$>.!>>$’(

+B0 )噪声作业分级*%-,@=.!>>B’(
三! 对职业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的基本要求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加强职业卫生管

理$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检测结果应予以公布$存入

职业卫生档案$并每半年向所在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一次(没

有检测能力的生产经营单位可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定

期检测工作(
生产经营单位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必须进行职业危害评价的$

必须聘请依法设立并取得合法 资 质 的 职 业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机 构 承 担 评 价 工

作$评价的结果应予以公布$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报所在地的相关管理

部门(并按照危害类型分别开展不同的评价项目(
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事故处理按照国家目 前 的 分 工 也 有 安 全 生 产 监

督管理部门进行$所以应 按 照 事 故 调 查 处 理 权 限 依 法 组 成 事 故 调 查 组$
组织事故调查(事故调查处理坚持事故原因未查清 楚 不 放 过"责 任 人 员

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 受 到 教 育 不 放 过 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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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基本要求

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国家职业卫 生 标 准 )工 业 企 业 设 计 卫 生 标 准*%&’/!.#==#’中$
从选址与总体布局"工作场所基本卫生要求"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和应

急救援等方面对工业企业职业卫生做了规定(下面对相关规定择要介绍$
更详尽内容请查阅本书附录一(

!一"厂址选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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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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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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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化学"生物等’产生交叉污染(
!二"总平面布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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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企业总平面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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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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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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办公室"厨房"食堂"托儿所"俱乐

部"宿舍及体育场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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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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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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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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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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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考虑采用湿式作业(
%#’产 生 粉 尘"毒 物 的 工 作 场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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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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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 内 的 设 备 和 管 道 必 须 采 取 有 效 的 密 封 措 施$防 止 物 料 跑"

冒"滴"漏$杜绝无组织排放(
%%’工艺流程的设计宜使操作人员远离热源$同时根据其具体条件采

取必要的隔热降温措施(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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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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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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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控制的可设置隔声操作 %控制’室(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有防止振动传播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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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和振动的控制在发生源控制的基础上$对厂房的设计和设备

的布局需采取降噪和减振措施(
!四"车间建筑设计卫生要求

!" 采暖"通风"空调卫生要求 %见表?)@’

表(")!采暖!通风!空调卫生要求

项目 卫!生!要!求

采暖
!凡近十年每年最冷月平均气温%@J的月 份 在$个 月 及$个 月 以 上 的 地 区$应 设 集 中 采

暖设施,出现%@J的月份为#个月以下的地区$应设局部采暖设施

通风

!!" 经常有人来往的通道%地 道"通 廊’$应 有 自 然 通 风 或 机 械 通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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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

!工作场所每名工人所占容积小于#=C$ 的 车 间$应 保 证 每 人 每 小 时 不 少 于$=C$ 的 新 鲜

空气量,如所占容积为#=4%=C$ 时$应 保 证 每 人 每 小 时 不 少 于#=C$ 的 新 鲜 空 气 量,所 占

容积超过%=C$ 时允许由门窗渗入的空气来换气(采用空气调节的车间$应保证每 人 每 小

时不少于$=C$ 的新鲜空气量

#" 采光"照明卫生要求

除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中有关车间建筑设计

卫生的规定外$)建筑采光设计标准*%&’-(B==$$.#==!’")建筑照明

设计标准* %&’B==$%.#==%’$也对作业场所及建筑采光"照明设计做

了规定$见表?)>(
$" 建筑物墙体"墙面和地面的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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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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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噪声和振动的车间墙体应加厚(为减轻噪声和振动的产生和

传播$设置隔声室以阻断噪声的传播(隔声室的天棚"墙体"门窗均应符

合隔声"吸声的要求(
%$’生产时用水较多或产生大量湿气的车间$设计时应采取必要的排

水防湿设施$防止顶棚滴水和地面积水(
检查企业的建筑物墙面"墙体"地面等应按照上面要求$使之符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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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业场所照度

视觉作

业特性

识别对象的

最小尺寸

-CC

视觉作业

分类

等 级

亮度

对比

照度范围-VX

混 合 照 明 一 般 照 明

!特别精细作业 3%="!B 7
甲 小 !B== #=== $=== . . .

乙 大 !=== !B== #=== . . .

!很精细作业 ="!B$3%="$ 8
甲 小 ?B= !=== !B== #== $== B==

乙 大 B== ?B= !=== !B= #== $==

!精细作业 ="$$3%="A 3
甲 小 B== ?B= !=== !B= #== $==

乙 大 $== B== ?B= !== !B= #==

!一般精细作业 ="A$3%!"= 2
甲 小 $== B== ?B= !== !B= #==

乙 大 #== $== B== ?B !== !B=

!一般作业 !"=$3%#"= C . . !B= #== $== B= ?B !==

!较粗糙作业 #"=$3%B"= D . . . . . $= B= ?B

!粗糙作业 3&B"= E . . . . . #= $= B=

!一般观察生产

过程
. F . . . . . != !B #=

!大件储存 . G . . . . . B != !B

!有自行发光材

料的车间
. H . . . . . $= B= ?B

生标准的要求(在有些企业和行业$如热电厂"煤气厂产生煤粉的车间$
墙壁表 面 应 便 于 清 洗,原 料 车 间 重 板"各 过 滤 车 间$应 加 强 防 潮 防 湿

措施(
!五"生产#生活辅助用室设置要求

%!’根据工业企业生产特点"实际需要和使用方便的原则设置辅助用

室$包括工 作 场 所 办 公 室"生 产 卫 生 室 %浴 室"存 衣 室"盥 洗 室"洗 衣

房’$生活室 %休息室"食堂"厕所’$妇女卫生室(
%#’辅助用室应避开有害物质"病原体"高温等有害因素的影响(建

筑物内部构造应易于清扫$卫生设备应便于使用(
%$’浴室"盥洗室"厕所的设计计算人数$一般按最大班工人总数的

>$K计算(存衣室的设计计算人数$应按车间在册工人总数计算(
%%’职工食堂"浴室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要求(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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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车间 办 公 室 宜 靠 近 厂 房 布 置$且 应 满 足 采 光"通 风"隔 声 等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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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车间的卫生特征设置浴室"存衣室"盥洗室(卫生特征为

$级的$宜在附近或厂区设置集中浴室,浴室宜由更衣间"浴间和管理间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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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特征$级的车间的淋浴器数量为>4!#个,女浴室不得设浴

池,浴室内一般按%4A个淋浴器设一具盥洗器(
%!=’存衣间应配置闭锁式衣柜(车间卫生特征$级的存衣室$便服"

工作服可同室存放(存衣室可与休息室合并设置(
%!!’车间内应设盥洗室或盥洗设备$车间卫生特征$级的$每个水

龙头的使用人数为$!4%=人$接触油污的车间$应供给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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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房外的盥洗设施宜设置雨篷并应防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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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布置在生产工人相对集中的地方(
%!%’食堂的位置要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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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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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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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水冲式$同时应设洗污地(厕所的蹲位数符合需要(
%!A’休息室内应设置清洁饮水设施(
%!?’最大班女工在!==名以下至%=名以上的工业企业$设置简易的

温水箱及冲洗器(
企业的生产"生活辅助用具的配置与设计$应符合上述卫生标准的要

求(企业应加强对浴室"休息室"厕所"职工食堂的卫生检查与监督$食

堂应持有卫生许可证$作业人员应持有健康证与上岗证(
!六"应急#救援措施

%!’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在醒目位置设公告

栏$公布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用人单位应当

设置报警装置$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

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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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事故排风装置的排出口$应避免对居民和行

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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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产事故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吸收引起急性中毒的工

作地点或车间$应设事故淋浴$并应设置不断水的供水设备(
%B’生产或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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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工 人 数 在$==4!===
人$其使用面积为$=4A=C#(

二!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规定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该标准适用于生产"使用"或产生有害因素的各类用人单位(下

面对标准内容择要介绍$本书附录二列出了常见的职业接触限值(
!一"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职业接触限值是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接触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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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中规定的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包括有害物质和物理

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是用来防止劳动者的过量接触$监测生产装置的泄

漏及工作环境的污染状况,是评价工作场所卫生状况的重要依据$以保证

劳动者免受有害因素的危害(
本标准中采用的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为以下三项(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 浓 度 %N*)(61’指 以 时 间 为 权 数 规 定 的@F

工作日的平均容许接触水平(
%#’最高容许浓度 %31*’指 工 作 地 点 在 一 个 工 作 日 内$任 何 时 间

均不应超过的有害物质的浓度(
%$’短时间接触容 许 浓 度 %N*)4(P-’指 一 个 工 作 日 内"任 何 一 次

接触不得超过的!BCE:时间加权平均的容许接触水平(
!二"卫生要求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包括$$=种有毒物质容许浓度(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容许浓度!包括%?种粉尘容许浓度(
%$’工作场所空气中生物因素容许浓度!!种生物因素容许浓度(
%%’电磁辐射暴露限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B’高温作业场所气象条件的卫生学评价标准和高温作业分级!具体

内容见标准(
%A’激光辐射卫生要求!具体内容见标准(
%?’局部振动卫生要求!具体内容见标准(
%@’煤矿井下采掘作业地点气象条件卫生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

下作业$也适用于其他矿井下作业(具体内容见标准(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具体内容见标准(
%!=’体力劳动时心率和能量消耗的生理限值!具体内容见标准(
%!!’紫外辐射卫生要求!具体内容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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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检验方法

工作场所有害物质的测定方法按国家颁布的标准方法和有关采样规范

进行检测(在无上述规定时$也可按国内外公认的测定方法执行(

第四节!职业危害评价概述

一! 职业危害评价

职业危害因素危害程度评价是职业卫生管理中一项重要工作()职业

病防治法*第十五条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

术引进项目$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危害

预评价报告(#第十六条规定&!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

计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卫生审查(竣工验收以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据此$卫生部专门公布了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

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

法*")职业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和标准(职业危害评

价工作必须以法规"标准为依据进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参

见本章第二节’
)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了用人单位对于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

担责任$职业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制度"建设项目 !三同时#制度和职业病危害评价制度(
!一"职业卫生调查

职业卫生调查是评价和控制职业危害因素的必要手段$也是实施职业

卫生服务和管理的重要步骤(职业卫生调查一般分为三类(
%!’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目的是掌握企业职业卫生状况$建立职

业卫生档案(
%#’专题调查!目的是探究某一职业危害因素对职工健康的影响或其

他有关具体问题(
%$’事故调查!属于计划外的应急性调查(
!二"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评定及危险度评定

职业危害因素 接 触 评 定 是 通 过 询 问 调 查"环 境 监 测 与 生 物 监 测 等 方

法$对接触性职业危害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职业危害因素危险度评定是综合毒理学测试"环境检测"健康监护和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资料$对职业危害因素作用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与认定(
!三"建设项目职业危害评价

根据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职业危害评价项目分为建设项目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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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评价"建设项目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建设项目防护设施的卫生验收

及 %设计阶段进行的’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
国家对职业危害建设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对于一般性职业危害建设项

目应当进行前三项工作,严重职业危害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全部四项工作(
建设项目职业危害评价应该在职业卫生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对照相应

的国家标准来进行评价(
二! 有害作业分级评价’’’职业卫生管理中的生产过程职业危害评价

对于既定的职业危害因素$决定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接触

水平和接触时间(有害作业分级评价是对有害作业的 %职业危害因素’环

境接触水平与影响危害产生的主要接触条件进行的综合评价(目的是对有

害作业进行监督"管理$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目前用于作业场所有害作业分级评价的国家标准见本章第二节(下面

介绍三种分级方法(
!一"有毒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 指数计算分级法

在 )有毒作业分级*中$根据作业场所存在的有毒物质危害程度组别

权数 %*’"有毒作业劳动时间权数 %(’和毒物超标倍数 %4’计算有毒

作业分级指数 %5’$再根据5 确定有毒作业的级别(
有毒作业分级指数 5M*Q(Q4
有毒作业分级级别见表?)!=(

表("!+!有毒作业分级级别

指 数 范 围 级!!别

5%= =级%安全作业’

=$5%@ 一级%轻度危害作业’

@$5%#% 二级%中度危害作业’

指 数 范 围 级!!别

#%$5%>A 三级%高度危害作业’

5&>A 四级%极度危害作业’

#" 查表分级法 %见表?)!!’

表("!!!有毒作业分级

毒性危害

程度级别

毒 物 浓 度 超 标 倍 数

= =4! !4# #4% %4@ @4!A !A4$# $#4A% A%

2
3 一 二 三 四

8
7

注&跨两级区 方 格 的 级 别$从 左 到 右$有 毒 作 业 劳 动 时 间 $#F$依 次 分 别 为 7"8"3
级,&#F$依次为8"3"2级(毒物危害程度分级$标 准 见 )职 业 性 接 触 毒 物 危 害 程 度 分 级*
%&’B=%%.!>@B’表#(在本分级标准应用时$各级分别赋予@"%"#"!的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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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分级

在 )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分级*标准中$根据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

量"工人接尘时间肺总 通 气 量 和 粉 尘 超 标 倍 数 将 生 产 性 粉 尘 %放 射 性 粉

尘"有毒性粉尘除外’危害程度分为四级 %7"8"3"2级’$级别越

高$危害越大(
生产性粉尘危害程度分级见表?)!#(

表("!#!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生产性粉尘中游离

二氧化硅含量

-K

工人接尘时间

肺总通气量

-%--Z1人’

生产性粉尘浓度超标倍数

= =4! !4# #4% %4@ @4!A!A4$#$#4A%

$!=

!=4%=

%=4?=

&?=

=4%===

%===4A===

&A=== = 7 8 3 2

=4%===

%===4A===

&A===

=4%===

%===4A===

&A===

=4%===

%===4A===

&A===

!三"高温作业分级

高温作 业 分 级 标 准 是 按 工 作 场 所 测 定 的 湿 球 黑 球 温 度 %J$亦 称

6478 指数’和高温作业时间将高温作业分为四级$级别越高表示强度

越大$分级标准见表?)!$(

表("!$!高温作业分级标准

接触高温作

业时间-CE:

6478 指数-J

#B4#A #?4#@ #>4$= $!4$# $$4$% $B4$A $?4$@ $>4%= %!4%# #%$

%!#= 7 7 7 7 8 8 8 3 3 3

!#!4#%= 7 7 8 8 3 3 2 2

#%!4$A= 8 8 3 3 2 2

#$A! 3 3 2 2



第八章
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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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述

一! 劳动防护用品及其作用

根据#==B年?月##日公布的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劳动防护

用品 %又称劳动保护用品$简称 !护品#’$是指由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

员配备的$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免遭或者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个人防

护用品(
劳动防护用 品 的 作 用$是 使 用 一 定 的 屏 蔽 体 或 系 带"浮 体$采 取 隔

离"封闭"吸收"分散"悬浮等手段$保护机体或全身免受外界危害因素

的侵害(护品供劳动者个人随身使用$是保护劳动者不受职业危害的最后

一道防线(当劳动安全卫生技术措施尚不能消除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危险及

有害因素$达不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规定$也暂时无法进行技术

改造时$使用护品就成为既能完成生产劳动任务$又能保障劳动者的安全

与健康的唯一手段(
二! 对劳动防护用品的基本要求

护品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安全与健康$其基本要求是&

! 具备相应的生产许可证 %编号’"产品合格证和安全鉴定证,

" 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三! 劳动防护用品分类
!一"按照用途以及防护部位分类

劳动防护用品可以按照用途以及防护部位进行分类$参见图@)!(
!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与一般劳动防护用品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是指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预防或减轻严重伤害和

职业危害的劳动防护用品$一般劳动防护用品是指除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以

外的护品(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实施细则*的规定如下(
!"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目录

%!’头部护具类!安全帽(
%#’呼吸护具类!防尘口罩"过滤式防毒面具"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长管面具(
%$’眼 %面’护具类!焊接眼面护具"防冲击眼护具(
%%’防护服类!阻燃防护服"防酸工作服"防静电工作服(
%B’防护鞋类!保护足趾安全鞋"防静电鞋"导电鞋"防刺穿鞋"胶

面防砸安全鞋"电绝缘鞋"耐酸碱皮鞋"耐酸碱皮胶靴"耐酸碱塑料压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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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用途分类

以防止伤亡事故为

目的的安全护品

!防坠落用品$如安全带"安全网等

!防冲击用品$如安全帽"防冲击护目镜等

!防触电用 品$如 绝 缘 服"绝 缘 鞋"等 电 位 工 作

服等

!防机械外伤用品$如防刺"割"绞碾"磨损用的

防护服"鞋"手套等

!防酸碱用品$如耐酸碱手套"防护服和靴等

!耐油用品$如耐油防护服"鞋和靴等

!防水用品$如 胶 制 工 作 服"雨 衣"雨 鞋 和 雨 靴"
防水保险手套等

!防寒用品$如防寒服"鞋"帽"

)

*

+ 手套等

以预防职业病为目

的的劳动卫生护品

!防尘用品$如防尘口罩"防尘服等

!防毒用品$如防毒面具"防毒服等

!防放射性用品$如防放射性服"铅玻璃眼镜等

!防热辐 射 用 品$如 隔 热 防 火 服"防 辐 射 隔 热 面

罩"电焊手套"有机防护眼镜等

!防噪声用品$如耳塞"耳罩"

)

*

+ 耳帽等

以人体防护部位分类

!头部防护用品$如防护帽"安全帽"防寒帽"防昆虫帽等

!呼吸器 官 防 护 用 品$ 如 防 尘 口 罩 %面 罩’" 防 毒 口 罩 %面

罩’等

!眼面部防护 用 品$如 焊 接 护 目 镜"炉 窑 护 目 镜"防 冲 击 护 目

镜等

!手部防护用 品$如 一 般 防 护 手 套"各 种 特 殊 防 护 %防 水"防

寒"防高温"防振’手套"绝缘手套等

!足部 防 护 用 品$如 防 尘"防 水"防 油"防 滑"防 高 温"防 酸

碱"防振鞋 %靴’及电绝缘鞋 %靴’等

!躯干防护用品$通常称为防护服$如一般防护服"防水服"防

寒服"防油服"防电磁辐射服"隔热服"

)

*

+ 防酸碱服等

图@)!!劳动防护用品分类

%A’防坠落护具类!安全带"安全网"密目式安全立网(
#" 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识

%!’安全标识说明

! 本标识采用古代盾牌之形状$取 !防护#之意(

" 盾牌中间采用字母 !-1#表示 !劳动安全#之意(

# !QQ)QQ)QQQQQQ#是标识的编号(编号采用三层数字和

字母组合编号方法编 制(第 一 层 的 两 位 数 字 代 表 获 得 标 识 使 用 授 权 的 年

份,第二层的两位数字代表获得标识使用授权的生产企业所属的省级行政

地区的区划代码 %进口产品$第二层的代码则以两位英文字母缩写表示该

进口产品产地的国家代码’,第三层代码的前三位数字代表产品的名称代

码$后三位数字代表获得标识使用授权的顺序(

$ 参照 )安 全 色*%&’#@>$.#==!’的 规 定$标 识 边 框"盾 牌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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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为绿色$!-1#及背景为白色$标识编号为黑色(
%#’安全标识规格与适用范围

! 焊接护目镜"焊接面罩"防冲击护眼具&
!@CC%包括编号’Q!#CC/如图@)#%O’所示0

" 安全帽"防尘口罩"过滤式防毒面具面罩"过滤式防毒面具滤毒

罐 %盒’"自给式空气呼吸器"长管面具&
#?CC%包括编号’Q!@CC/如图@)#%U’所示0

# 阻燃防 护 服"防 酸 工 作 服"防 静 电 工 作 服"防 静 电 鞋"导 电 鞋"
保护足趾安全鞋"胶面防砸安全鞋"耐酸碱皮鞋"耐酸碱胶靴"耐酸碱塑

料膜压靴"防穿刺鞋"电绝缘鞋&
$>CC%包括编号’Q#ACC/如图@)#%8’所示0

$ 安全带"安全网"密目式安全立网&
A>CC%包括编号’Q%ACC/如图@)#%Z’所示0

图@)#!安全标识规格与适用范围示例
!

四! 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与使用

!一"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求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 供++必 要 的 劳 动 防 护

用品#(
)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 业 人 员 提 供 符 合 国 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 业 人 员 按 照 使 用 规

则佩戴"使用#(!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正确 佩 戴 和 使 用 劳

动防护用品(#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 !用人单位应当++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防护用

品#(!劳动者应当++正确使用"维护++防护用品(#
!二"使用单位的具体责任和从业人员的义务

)劳动防护用品管 理 规 定*中 具 体 规 定 了 使 用 劳 动 防 护 用 品 的 单 位

%简称 !使用单位#’的责任和从业人员的义务(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 )劳动防护用品规则*%&’!!AB!.!>@>’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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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颁发的护品配备标准以及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护品(
%#’使用单位应当安排用于配备护品的专项经费(
%$’使用单位不得以货币或其他物品替代应当按规定配备的护品(
%%’使用单位为从业人 员 提 供 的 护 品$必 须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或 行 业 标

准$不得超过使用期限(
%B’使用单位应督促"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护品$并进行必

要的监督检查(
%A’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护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用"

报废等管理制度$并切实贯彻执行和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
%?’使用单位不得采购和使用无安全标志的特种防护用品,购买的护

品须经本单位安全管理部门或者管理人员检查验收(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必须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护品使用

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的$不得上岗作业(
五! 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对护品使用情况

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进行监督检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护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于有违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

查处(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权依法向本单位提出配备所需护品的

要求,有权对本单位护品管理的违法行为提出批评"检举"控告(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从业人员提出的批评"

检举"控告$经查实后应当依法处理(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接受工会的监督(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劳动防

护用品规定的违法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并对纠正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节!劳动防护用品分类标准

本节主要从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角度对有关标准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内容进行简要介绍$涉及护品制造"试验"检验的内容$需要时请读

者自行查阅相关标准(
一! "劳动防护用品分类与代码#
标准 )劳动防护用品分类与代码* %-,-(?B.!>>B’规定了劳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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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用品 %简 称 !护 品#’的 分 类 与 代 码(适 用 于 护 品 生 产"统 计"订 货"
储运"经营和分发等方面的管理以及信息处理和交换(

!一"编码原则和方法

采用四层全数字型编码&第一层和第二层采取一位数字编码,第三层

采取二位数字编码,第四层采取三位数字编码(

^!!^!!^̂ !!!
--

^̂ ^
第一层代码 ! 护品性质%特种或一般 ... ---

’
第二层代码 ! ............

----
防护部位

第三层代码 ! ...............

-
-
-
-
-
-

防护功能
第四层代码 ! 材料"结构等其他属性%护品种类 .........’

!二"护品分类和代码设定

!" 第一层代码 %护品性质’的设定

特殊劳动防护用品以 !!#表示(
一般劳动防护用品以 !=#表示(
#" 第二层代码 %防护部位’的设定 %参见表@)!’

表)"!!防护部位分类代码

护 品 类 别 分类代码

头部防护用品 !

呼吸器官防护用品 #

眼%面部’防护用品 $

听觉器官防护用品 %

手部防护用品 B

护 品 类 别 分类代码

足部防护用品 A

躯干防护用品 ?

护肤用品 @

防坠落及其他防护用品 >

$" 第三层代码 %防护功能’的设定 %参见表@)#’
%" 第四层代码 %护品种类’的设定

按护品种类顺序排列(
有关劳动防护用品具体分类和代码设置$请自行查阅该标准中 !劳动

防护用品分类和代码表#(

表)"#!防护功能分类代码

防 护 功 能 分 类 代 码

普通 !

防尘 #

防水 $

防寒 %

防冲击 B

防 护 功 能 分 类 代 码

防毒 A

阻燃 ?

防静电 @

防高温 >

防电磁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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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防 护 功 能 分 类 代 码

防射线 !!

防酸碱 !#

防油 !$

防坠落 !%

防烫 !B

水上救生 !A

防昆虫 !?

给氧 !@

防风沙 !>

防 护 功 能 分 类 代 码

防强光 #=

防噪声 #!

防振 ##

防切割 #$

防滑 #%

防穿刺 #B

电绝缘 #A

其他 >B

二! 头部防护用品

!一"概述

!" 生产劳动过程中头部伤害因素

%!’物体打 击 伤 害!在 生 产 劳 动 过 程 中$可 能 发 生 原 材 料"工 具"
岩石"建筑材料 等 坚 硬 物 体 从 高 处 坠 落 或 抛 出 击 中 在 场 人 员 头 部 造 成

伤害(
%#’高处坠落伤害!高处作业人员可能因人体坠落导致伤害(
%$’机械性伤害!生产劳动过程中作业人员可能因毛发卷入运动的机

械$特别是旋转的机械部件中造成伤害(
%%’污染毛发 %头 皮’!在 生 产 劳 动 过 程 中 作 业 人 员 接 触 化 学 毒 物"

腐蚀性物质"放射性物质"生物性物质等均可能污染毛发 %头皮’$对人

体造成伤害(

#" 头部防护用品分类

根据防护作用可将头部防护用品分为三类&安全帽"防护头罩及一般

工作帽(本节只介绍安全帽(

$" 有关安全帽的标准

截至#==B年底止$有关安全帽的标准主要有 )安全帽*%&’#@!!.

!>@>’")安全帽试验方法* %&’-(#@!#.!>@>’和 )防寒安全帽* %-,
%A.!>>$’")竹编安全帽*%-,%?.!>>$’(

!二"安全帽

国家标准 )安全帽* %&’#@!!.!>@>’对安全帽的安全技术要求做

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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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安全帽指对人体受外力伤害起防护作用的帽子$由帽壳"帽衬"下颏

带"后箍等部件组成(
#" 技术性能要求

安全帽主要起缓冲减震及分散冲击力的作用(因此安全帽应具备以下

技术性能要求(
%!’基本技术性能要求!包括冲击吸收性能和耐穿刺性能(
%#’特殊技术性能要求!包括电绝缘性能"阻燃性能"侧向刚性和抗

静电性能(
$" 分类

安全帽按照材料"外形和作业场所进行分类(
%!’按材料分类!工程塑料"橡胶料"纸胶料"植物料等安全帽(
%#’按外形分类!无檐"小檐"卷边"中檐"大檐安全帽等(
%$’按作业场所分类!一般作业和特殊作业安全帽(
%" 采购和储存

%!’采购!企业必须购买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的产品$购入的产品经验

收后方可使用(
%#’储存!安全帽不应储存在酸"碱"高温"日晒"潮湿等处所$更

不可与硬物放在一起(
B" 安全帽的使用期

从产品制造完成之日计算$植物枝条编织帽不超过#年$塑料帽"纸

胶帽不超过#年半$玻璃钢 %维纶钢’橡胶帽不超过$年半(
企业安全技术部门应按照规定对到期的安全帽进行抽查测试$合格后

方可继续使用,以后每年抽验!次$抽验不合格则该批安全帽即报废(
A" 标志和包装

每顶安全帽应有以下%项永久性标志(
%!’制造厂名称"商标"型号(
%#’制造年"月"日(
%$’生产合格证和检验证(
%%’生产许可证编号(
?" 安全帽的选用及注意事项

%!’选用原则

! 在可能从高空中 %或侧面’抛物或飞落物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高

空作业者$以及需要进入这类现场的人员$都必须佩戴安全帽(

" 材料的选用(主要是考虑承受的机械强度和作业环境(如估计坠

落物件质量较大时$应选用较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安全帽,在冶炼作业场所

宜选用耐高温玻璃钢的安全帽,在炎热地区建筑施工宜选用通风散热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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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竹编安全帽,严寒地区户外作业宜选用防寒安全帽等(

# 式样的选用(大檐 %舌’帽 适 用 于 露 天 作 业$有 兼 防 日 晒 和 雨 淋

的作用,小檐帽适用于室内"隧道"涵洞"井巷"森林"脚手架上等活动

范围小"容易出现帽檐碰撞的狭窄场所(

$ 颜色的选用(应从安全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国际上较为通用的

惯例是黄色加黑条纹是表示注意警戒的标志,红色是表示限制"禁止的标

志,蓝色起显示 作 用 等(一 般 对 于 普 通 工 种 使 用 的 安 全 帽 宜 选 用 白"淡

黄"淡绿等色,煤矿矿工宜选用明亮的颜色$甚至考虑在安全帽上加贴荧

光色条或反光带$以便 于 在 照 明 条 件 较 差 的 工 作 场 所 容 易 发 现 并 引 起 警

觉,在森林采伐场地$红"橘红色的安全帽醒目$易于相互发现,易燃易

爆工作场所$宜选用大红安全帽(有些企业采用不同颜色的安全帽$可区

分职别和工种$以利于生产管理(
%#’使用注意事项

! 佩戴安全帽前$应检查各部件齐全"完好后方可使用,

" 高空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帽$要将颏下系带和后帽箍拴牢$以防帽

子滑落或被碰掉,

# 热塑性安 全 帽 可 用 清 水 冲 洗$不 得 用 热 水 浸 泡$不 得 用 暖 气 片"
火炉烘烤$以防帽体变形,

$ 严格执行有关安全帽使用期限的规定$不得使用报废的安全帽(
三! 眼面部防护用品

!一"概述

!" 生产劳动过程中眼伤害因素

%!’异物性眼伤害!在工业生产中$铸造"机械制造"建筑等是发生

眼外伤的主要行业(沙粒"金属碎屑等进入眼内时$大多数小颗粒可被眼

泪冲掉$但留在上眼睑内侧"嵌入角膜或孔膜表面的异物$如果不及时清

除$可能引起溃疡或感染(有的固体异物高速飞出 %如旋转切削的金属碎

片或打磨金属物体等’$若击中眼球(则可能发生眼球破裂或穿透性损伤(
在农业生 产 中$烟"化 肥"谷 壳"昆 虫 等 也 可 能 进 入 眼 中$引 起 异 物 性

伤害(
%#’化学性眼 %面’伤害!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酸碱溶液"腐蚀性烟

雾等进入眼中或者喷到面部皮肤$可能引起眼角膜或面部皮肤灼伤(工业

生产特别是化工生产中化学伤害较为多见(
%$’非电离辐射眼伤害!在电气焊接"氧切割"炉窑"玻璃加工"热

轧和铸造等场所$热源在!=B=4#!B=J时可产生强光"紫外线及红外线(
紫外辐射可能引起眼结膜炎(因多发生于电焊工$故通常称为 !电光性眼

炎#$是一种常见职业病(红外辐射对眼组织产生热效应$可能引起眼睑

慢性炎症和晶体混浊 %职业性白内障’(强光会引起眼睛疲劳"眼睑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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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暂时性症状(
%%’电离辐射眼伤害!电离辐射主要可能发生在原子能工业"核动力

装置 %如核电站"核潜艇等’"高能物理试验"同位素诊治及其他应用等

场所(如果眼睛 受 到 电 离 辐 射$可 能 发 生 严 重 后 果(当 总 剂 量 超 过#&g
时$个别人开始出现白内障$其出现率随总剂量增大而升高(

%B’微波和激光眼伤害!微波和激光也属于非电离辐射(微波广泛应

用于雷达"通讯"医疗"探测"军事"工业加热"食品加工等部门(微波

对人眼的伤害$主要是由 于 热 效 应 引 起 晶 体 混 浊$导 致 !白 内 障#的 发

生(激光近年来在工业"医疗"科研$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应用发展很快(
激光若投射到视网膜上可能引起灼伤$甚至导致永久失明(

#" 眼面护具

指防御电磁 波"烟 雾"化 学 物 质"金 属 火 花"飞 屑 和 粉 尘 等 伤 害 眼

睛"面部 %含颈部’的防护用品(根据防护部位和防护性能$眼面护具可

以分为两类(
%!’防护眼镜

! 安全护目镜(防御有害物伤害眼睛的护品$如防冲击眼护具"防

化学液体护目镜等(

" 遮光护目镜(防御强光及有害辐射线伤害眼睛的护品$如焊接护

目镜"炉窑护目镜等(
%#’防护面罩

! 安全面罩(防御有害物伤害眼面部的护品$如钢化玻璃面罩"有

机玻璃面罩"金属网面罩等(

" 遮光面罩(防御强光及有害辐射线伤害眼面部的护品$如电焊面

罩"炉窑面罩等(
$" 眼面部防护用品标准

截至#==B年底止$有关眼面部防护用品的标准主要有 )眼面护具通

用技术条件*%&’!%@AA.!>>$’" )焊接眼面防护具* %&’-($A=>"!.
!>>%’和 )炉窑护目镜和面罩*%-,AA.!>>%’(

!二"分类与标记

!" 眼面护具

%!’按外形分类$代号及样型参见表@)$(
%#’按性能分类$代号及标记见表@)%(
标记示例&
防A$#@:C 的塑料材质的激光防护镜$标记为&+&.4.A$#@:C(
遮光号为!=号的玻璃材质焊接滤光镜$标记为&.4.’.!=(
#" 面罩

面罩按结构分类$代号及样型参见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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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眼面护具分类!代号及样型 %按外形分类’

名称 眼!!镜 眼!!罩

代号 1)! 1)# ’)! ’)#

样型

普 通 型 带侧光板型 开 放 型 封 闭 型

表)"%!眼面护具分类!代号及标记 %按性能分类’

防护种类%字母代号’

滤光片材质%字母代号’

玻璃

%’’
塑料

%4’
镀膜

%3’

其他

%遮光号"波长"密度等’ 标!!记

!防 辐 射%.4’%焊 接"炉

窑等’ ’ . . .4.’.其他

!防太阳光%(5’ ’ 4 3 (5.’%4"3’.其他

!防冲击%*+’ ’ 4 . . *+.’%4’

!防激光%+&’ ’ 4 3 +&.’%4"3’.其他

!防微波%6’’ ’ . 3 6’.’%3’.其他

!防射线%4̂ ’ ’ . . 4̂ .’.其他

!防烟尘%5*’ . 4 . . 5*.4

!防化学液体飞溅%̂5’ . 4 . . 5̂.4

表)"&!面罩分类!代号及样型

名称 手持式 头!戴!式 安全帽与面罩连接式 头!盔!式

代号 03)!
03)# 03)$

03)#)1 03)#)’ 03)$)1 03)$)’
03)%

样型

全面罩 全面罩 半面罩 全面罩 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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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要求

眼面部防护用品技术要求见表@)A(

表)"’!眼面部防护用品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材料

!!" 眼护具各部件材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具有一定强度"弹性和刚性

!" 不能用有害于皮肤或易燃的材料制作

!# 眼罩头带使用的材料应质地柔软"经久耐用

!#" 面罩必须使用耐高低温"耐腐蚀"耐潮湿$并具有一定强度的非导电材料制作

结构

!!" 眼护具的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表面光滑"无毛刺"无锐角或可能引起眼面部不舒适感的其他缺陷

!" 可调部分灵活可靠$结构零件易于更换

!# 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 面罩的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铆钉及其他部件要牢固$没有松动现象$金属部件不能与面部接触

!" 掀起部件灵活可靠

规格和视野 !请自行查阅标准

技术性能要求

!!" 光学性能(包括表面质量及内在疵病"可见光透射比"镜片颜色"屈 光 度 偏

差和平行度等

!#" 非光学性能(包括强度性 能"耐 腐 蚀 性 能"耐 高 温 性 能"耐 低 温 性 能"耐 磨

性能等

!四"产品标志

!" 眼护具

%!’每副 %片’眼护具在不影响视觉的右上方按照标准规定标记出永

久标志$如.4.’.!=(
%#’在每副眼护具的镜框或镜架腿的里侧标出不少于以下%项&制造

厂名代号 %需在说明书中注明生产厂代号’"生产许可证代号"结构代号"
其他需要标出的标号(

#" 面罩

在面罩的右上方标出如下永久标志&结构代号"制造厂代号"生产许

可证代号"其他需要标出的标号 %如生产日期或商标等’(
四! 呼吸器官防护用品

!一"概述

!" 生产劳动过程中伤害呼吸器官的因素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伤害呼吸器官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性粉尘和生产性

化学毒物两大类(如果作业场所上述两类因素中某一种或者多种有害物质

浓度超过卫生标准$则会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健康造成危害$甚至可能导致

职业病$如各种尘肺病"职业性肿瘤"职业性中毒等(此外$缺氧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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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人员的健康甚至生命也构成威胁(
#" 呼吸器官防护用品及其分类

呼吸器官防护用品 %简称 !呼吸护具#’是指防御缺氧空气和尘毒等

有害物质吸入呼吸道的防护器具(根据呼吸护具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分为

净气式呼吸护具和隔绝式呼吸护具两大类$参见图@)$(

呼

吸

护

具

净气式呼吸护具 %过滤式’

防尘呼吸护具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简易防尘口罩2复式防尘口罩

送风过滤式防尘面具

密合型

开放型)
*

+

)
*

+
头罩型

防毒呼吸护具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导管式2直接式2

)

*

+
送风过滤式防毒面具

隔绝式呼吸护具

供气式呼吸护具 %自给式’

自救器

空气呼吸器

氧气呼吸器
开放式2

)
*

+
循环式

送风式呼吸护具
自吸式软管呼吸器2

)
*

+

)

*

+

压气式呼吸器

图@)$!呼吸护具

$" 有关呼吸护具标准

截至#==B年底止$有关呼吸护具的标准主要有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

罩通用技术条件*%&’-(#A#A.!>>#’")过滤式防毒面具通用技术条件*
%&’#@>=.!>>B’")长管面具*%&’A##=.!>@A’")自吸过滤式防微粒

口罩*%&’-(A##$.!>>?’")自给式空气呼吸器*%&’!ABBA.!>>A’和

)开放一体型电 动 送 风 过 滤 式 防 尘 呼 吸 器*%-,?.!>>!’" )防 尘 口 罩*
%-,#>.!>>#’等(

!二"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A#A%!>>#"
!" 定义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简称 !防尘口罩#’是靠佩戴者呼吸克服部件

阻力$用于防尘的过滤式呼吸器具(又分为以下两类(
%!’简易防尘口罩!吸气和呼气都通过滤料的防尘口罩(
%#’复式防尘 口 罩!配 有 滤 尘 盒 和 呼 吸 阀$吸 气 和 呼 气 分 离 的 防 尘

口罩(
#" 技术要求

%!’所用材料应对人无异常气味$无过敏性$无刺激性伤害(
%#’滤尘材料的材质不得对人体皮肤产生刺激和过敏性有害影响(
%$’口罩性能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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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罩性能试验和检验规则

请自行查阅标准(

%" 使用要求

%!’使用环境!不适用于含有烟气和空气中氧含量低于!@K的环境(
%#’使用范围!可参照表@)?选用各类口罩(

表)"(!防尘口罩适用范围

防尘口罩阻尘效率-K
适!用!范!围

粉尘最高允许浓度-%CL-C$’ 环境粉尘浓度-%CL-C$’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B" 标志

产品标志应放置在口罩主体正面的上或下部$必须具备以下%项内

容&制造厂名"产品型号"工业生产许可证编号及安全鉴定证,还可注明

产品名称"商标及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A" 储存

%!’储存场所!产品不得与酸碱及其他有毒物品放在一起$产品库应

通风干燥"温度应保持在=4$BJ(
%#’储存期!最长不得超过#年$超过#年储存期的口罩应按#H抽

样进行复检$取得合格证后方能销售"使用(
!三"自吸过滤式防微粒口罩 !&’$(A##$%!>>?"
!" 定义

自吸过滤式防微粒口罩 %简称 !防微粒口罩#’是靠佩戴者呼吸克服

部件阻力$用于防御浮在空气中的微粒 %粒径小于!:C 的固体物质’的

过滤式呼吸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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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防微粒口罩分为以下两类(
%!’简易防微粒口罩(
%#’复式防微粒口罩(

$"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及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有关标准(

%" 使用条件

%!’适用环境!不适用于空气中氧含量低于!@K的环境(
%#’防护有害物浓度!参考表@)@(

表)")!防微粒口罩防护有害物浓度

有 害 物 名 称 车间最高容许浓度-%CL-C$’
适用环境有害物空气浓度-%CL-C$’

7级 8级

铅烟 ="=$ %$"= %="AB

钒化物尘 ="! %!="= %#"=

钒化物烟 ="=# %#"= %="B

锰及其化合物 ="# %#="= %%"=

氧化锌 B %B=="= %!=="=

铜尘 ! %!=="= %#="=

铜烟 ="# %#="= %%"=

氧化镉 ="! %!="= %#"=

B" 产品标志

%!’制造厂名"厂址(
%#’产品名称"标准代号(
%$’商标(
%%’产品规格型号(
%B’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A" 储存与运输

%!’应 存 放 在 通 风"干 燥 的 场 所$不 得 与 酸 碱 等 化 学 物 品 混 存"
混装(

%#’储存期为#年 %从产品生产之日起计’,超过储存期的产品应按

规定抽样$符合标准规定的$方可进行销售和使用(
!四"长管面具 !&’A##=%!>@A"

!" 定义

长管面具 %又称 !供气式呼吸护具#$简称 !面具#’是使戴用者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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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与周围大气隔离$借助肺力或机械力通过导气管引入清洁空气供呼吸

的个体防护装备$以防止吸入有害污染物质 %如有害气体"蒸气"粉尘"
烟"雾’和抵补缺氧危害(

#" 长管面具的种类 %见表@)>’

表)"*!长管面具种类

面 具 种 类 面 罩 类 型 其 他 主 要 部 件

自吸式 密合型面罩 !连接导管"软管

送风机式

密合型面罩

开放型面罩

送气头罩

!连接导管"软管"流量调节器"电动或手动风机

定量供气式

密合型面罩

开放型面罩

送气头罩

!连接导管"中压软管"过滤器"流量调节器"气源%压缩空气"高 压 瓶

空气’

按需供气式 密合型面罩 !连接导管"中压软管"过滤器"供气阀"气源%压缩空气"高压瓶空气’

复合供气式 密合型面罩
!连接导管"中 压 软 管"过 滤 器"供 气 阀"气 源%压 缩 空 气"高 压 瓶 空

气’"小型高压空气瓶及减压供气系统

$" 结构及性能要求

面具必须安全可靠"适用于在b$=4%BJ使用和保存$各项具体要求

可自行查阅有关标准(

%" 材料

%!’面具各部分选用材料应无毒无害$与颜面接触材料应对皮肤无刺

激性(
%#’材料的强度和弹性应能满足使用要求$金属材料应进行防腐蚀材

料$适于使用和保存(
%$’软管和中压软管内径和厚度均匀$无龟裂和气泡$易多次清洗(
%%’面罩材料应能经受多次清洗和消毒(

B" 标记

面具应有以下标记(
%!’面具种类"面罩类别及用途(
%#’生产厂名"制造年月及生产批号(
%$’使用及保存事项(
!五"过滤式防毒面具 !&’#@>=%!>>B"

!" 定义

过滤式防毒面具是指防御有毒物质"生物体和放射性尘埃等危害呼吸

器官和眼面部的自吸净气式呼吸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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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式防毒面具的种类 %见表@)!=’

表)"!+!防毒面具种类

种!!类 组 成 部 件

导管式防毒面具
全面罩"大型滤毒罐"导气管

全面罩"中型滤毒罐"导气管

种!!类 组 成 部 件

直接式防毒面具
全面罩"小型滤毒罐

半面罩"滤毒盒

$" 对面具材料的要求

%!’面具部件必须无毒"无害$能满足使用条件和保存期限要求,与

人体面部接触的材料对皮肤无刺激作用(
%#’面具材料应能耐受清洗和消毒(
%$’金属材料应进行防腐蚀处理(
%" 技术要求

标准中对面罩"滤毒罐"导气管等基本部件性能及其相互连接要求都

做了规定$请自行查阅(
B" 使用要求

%!’面具使用条件!空气中氧气浓度#!@K %体积’,毒气浓度参考

标准中规定,温度为b$=4%BJ,不能用于槽"罐等密闭容器环境(
%#’正确选配面具!使 用 者 应 根 据 自 身 面 形 尺 寸 选 配 适 宜 的 面 具 号

码,根据毒物种类"浓度选配滤毒罐 %盒’(
%$’正确佩戴使用!使用前应检查面具的完整性和气密性,面罩密合

框应与佩戴者颜面密合,使用中应注有无泄漏和滤毒罐 %盒’有无失效(
A" 产品标志

%!’制造厂名"厂址"邮政编码(
%#’产品名称"商标"生产许可证编号(
%$’型号"标记(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B’有效期(
?" 储存要求

%!’储存场所!储存库房应干燥"通风"无酸"无碱"无溶剂等(
%#’储存期!滤毒罐为B年$滤毒盒为$年$且产品性能符合标准,

过期产品应经抽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六"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ABBA%!>>A"
!" 定义

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简称 !空气呼吸器#’$指使用者自携储存空气的

储气瓶$呼吸 时 不 依 赖 环 境 空 气 的 一 种 呼 吸 器(适 用 于 消 防"矿 山"化

工"冶金"船舶运输等 行 业 和 抢 险 救 灾 人 员 为 防 止 吸 入 到 人 体 有 害 的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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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烟雾及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污染物$或在缺氧环境中使用(
#" 产品种类与型号

%!’种类及其标志$见表@)!!(

表)"!!!空气呼吸器种类及标志

种!!类 用!!途 分 类 标 志

正压式呼吸器

负压式呼吸器
作业"救援用

RNN

R_N

正压式呼吸器

负压式呼吸器
逃生"自救用

PNN

P_N

%#’额定储气量及其型号标志$见表@)!#(

表)"!#!额定储气量及其型号标志

额定储气量%9’-- 型 号 标 志

9$A== A

A==%9$@== @

@==%9$!#== !#

额定储气量%9’-- 型 号 标 志

!#==%9$!A== !A

!A==%9$#=== #=

#===%9$#%== #%

%$’产品标志示例

作业"救援用的正压式空气呼吸器$额定储气量为!@==-$产品标志

为&RNN#=(

$" 技术要求

%!’性能要求!包括气密性"面罩性能"报警器性能"空气呼吸器流

量要求"空气呼 吸 器 耐 高 温 性"空 气 呼 吸 器 耐 低 温 性"空 气 呼 吸 器 适 用

性等(
%#’构造要求!包括整体要求和各部件 %如面罩"供气阀"呼气阀"

减压器"安全阀"压力显示装置"报警器"导气管"气瓶阀"气瓶"高压

部分及背托等’的要求(
%$’质量要求!当气瓶内气体压力处于额定工作压力状态时$空气呼

吸器总质量应不超过!AGL(
%%’材料要求!空气呼吸器所使用的材料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足够

的抗腐蚀能力$与呼吸气体接触的材料不应有害健康和产生刺激性气体(
%B’其他要求!一切需要清洗和消毒的部件$制造厂应推荐对其无腐

蚀的清洗剂和消毒剂(

%" 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请自行查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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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志

每套产品标志的内容如下(
%!’制造厂名(
%#’产品名称或代号(
%$’空气呼吸器种类标志(
%%’空气呼吸器型号标志(
%B’制造日期或生产编号(
A" 包装

%!’产品包装应采用箱装$并且具有防震"防压功能(
%#’部件可采用盒装(
%$’包装箱内应随带下列文件&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及装箱单(
?" 产品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
%#’维修"消毒"存储及检查方法(
%$’故障"原因和排除方法(
%%’其他必要的说明(

手

部

防

护

用

品

防护手套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耐酸碱手套

焊工手套

橡胶耐油手套

防 ^线手套

防水手套

防毒手套

防机械伤手套

防振手套

防静电手套

防寒手套

防辐射热手套

耐火阻燃手套

电热手套

防微波手套

)

*

+防切割手套

)

*

+防护套袖

!图@)%!手部防护用品分类

五! 手部防护用品

!一"概述

!" 生产劳动过程中伤害手部的因素

人的手是人体最主要的劳动器官(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比起其他器官

来说手部受到的伤害较为严重(因此为了保

护劳动者的健康$预防手部伤害非常重要(
有可能伤害手部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

归纳为下列几种因素&火与高温"低温"电

磁与电离辐射"电"化学物质"撞击"切割"
砸伤"微生物侵害及感染等(在诸多因素中$
机械性损伤最为常见$其他较为常见的是化

学物质中的酸碱以及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药剂,
而电伤害与辐射伤害导致的后果较为严重(

#" 手部防护用品及其分类

手部防护用品分为防护手套和防护套袖

两大类$见图@)%(
本节只介绍防护手套(

$" 有关防护手套的标准

截至#==B年 底 止$有 关 防 护 手 套 的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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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主要有 )劳动防护手套 通 用 技 术 条 件* %&’!#A#%.!>>=’" )浸 塑 手

套*%&’-(!@@%$.#==#’和 )防振手套*%-,#>.!>>!’")带电作业用

绝缘手套* %-,$%"!’" )耐酸碱手套* %-,$%"#’" )焊工手套* %-,
$%"$’")耐油手套*%-,$%"%’")防 ^线手套*%-,$%"B’")森林防火

手套*%-,B>.!>>%’等(
!二"防护手套 !&’!#A#%%!>>="
!" 定义

劳动防护手套 %简称 !防护手套#’是供作业人员劳动时戴用的$具

有保护手和手臂功能的护品(
#" 分类

%!’防护手 套 按 照 防 护 性 能 分 类$其 分 类 标 记 代 号 及 其 含 义$见 表

@)!$(

表)"!$!防护手套分类代号及其含义

防护性能%字母代号’ 材质%字母代号’ 质量等级 分 类 标 记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5’
橡胶%̂ ’

乳胶%R’
!4#级

-.+5.^.!%或#’

-.+5.R.!%或#’

耐酸碱手套%4+’

橡胶%̂ ’

乳胶%R’

塑料%4’

!4#级

-.4+.^.!%或#’

-.4+.R.!%或#’

-.4+.4.!%或#’

焊工手套%0&’
牛皮%_’

猪皮%/’
!4#级

-.0&._.!%或#’

-.0&./.!%或#’

橡胶耐油手套%_5’
橡胶%̂ ’

乳胶%R’
!4#级

-._5.^.!%或#’

-._5.R.!%或#’

防 ^线手套%.̂ ’
橡胶%̂ ’

乳胶%R’
不分级

-..̂ .^

-..̂ .R

防水手套%.4’

橡胶%̂ ’

乳胶%R’

塑料%4’

!4#级

-..4.^.!%或#’

-..4.R.!%或#’

-..4.4.!%或#’

防毒手套%.,’
橡胶%̂ ’

乳胶%R’
不分级

-..,.^

-..,.R

防机械伤手套%+4’

帆布%.’

牛皮%_’

猪皮%/’

绒布%R’’

粗纱%*’

!4$级

-.+4...!%#或$’

-.+4._.!%#或$’

-.+4./.!%#或$’

-.+4.R’.!%#或$’

-.+4.*.!%#或$’

防振手套%./’ 橡胶%̂ ’ 不分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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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防护性能%字母代号’ 材质%字母代号’ 质量等级 分 类 标 记

防静电手套%+,’
橡胶%̂ ’

乳胶%R’
不分级

-.+,.^.!%#或$’

-.+,.R.!%#或$’

防寒手套%.0’

棉%3’

牛皮%_’

猪皮%/’

人造毛皮%N’

!4$级

-..0.3.!%#或$’

-..0._.!%#或$’

-..0./.!%#或$’

-..0.N.!%#或$’

防热辐射手套%R.’ 镀铝布%,’ !4#级 -.R..,.!%或#’

耐火阻燃手套%/R’
石棉布%’’

其他阻燃纤维%(’
!4#级

-./R.’.!%或#’

-./R.(.!%或#’

电热手套%,R’ 夹电阻丝织物%P’ !4#级 -.,R.P.!%或#’

防微波手套%6’’ 微波屏蔽织物%6’ 不分级 -.6’.6

防切割手套%2&’

牛皮%_’

金属丝%+’

粗纱%*’

不分级

-.2&._

-.2&.+

-.2&.*

%#’分类标记及其含义如下&

-.../.../...
-
-
-
-
-
-
-

/

............

-
-
-
-
-

表示劳动防护手套

防护性能$.........

---
用两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手套材质$......

--

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手套质量等级$...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标记示例

质量为二级品的橡胶绝缘手套&-.+5.^.#
$" 技术要求

相 关 标 准 中 分 别 规 定 了 皮 革 手 套"橡 胶 手 套"乳 胶 手 套"塑 料

%NI*’手套"帆布手套和白纱手套的技术要求$读者需要时可自行查阅(
%" 标志

每副手套的筒口附近应有标志块$其上至少应有以下%项标志(
%!’制造厂名(
%#’分类标记(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生产许可证编号(
B" 使用及注意事项

%!’防护手套的种类较多$应针对作业性质并根据手套的防护功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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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用$不得随意混用(
%#’防水"耐酸碱手套在使用前应仔细检查$观察表面是否破损(简

易方法 是 用 手 捏 紧 筒 口 后 向 手 套 内 吹 气$观 察 是 否 漏 气$漏 气 则 不 能

使用(
%$’绝缘手套应定期检验电绝缘性能$不符合规定的不能使用(
%%’橡胶"塑料等类反复多次使用后应冲洗干净"晾干$保存时避免

高温$并在手套上撒滑石粉以防粘连(
!三"浸塑手套 !&’$(!@@%$%#==#"

!" 定义

浸塑手套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防护手套(它是直接将手形模具或套上棉

毛衬里的手形模具浸入液态塑料中$取出后经固化"干燥"脱模的方法制

成的防护手套(

#" 标记

%!’分类及其标记$见表@)!%(

表)"!%!浸塑手套分类及其标记

分 类 原 则 类!!别
标!!记

材质标记%有无衬里’ 防护功能标记

按有无衬里分类
有衬里浸塑手套%又称棉毛浸塑手套’ 4!

无衬里浸塑手套 4#

按使用功能分类

耐酸碱浸塑手套 4+

耐油浸塑手套 _5

防苯及其他有机溶剂浸塑手套 .’

热水作业浸塑手套 R4

一般防护浸塑手套 5’

%#’产品标记

产品标记应符合 )劳动防护手套通用技术条件* %&’!#A#%.!>>=’
中的规定(

-.../...
-
-
-
-
-

/

.........

---
表示劳动防护手套

防护性能$......

--

用两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手套材质$... 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示例!&一般防护无衬里浸塑手套的标记!-.5’.4#
示例#&耐酸碱有衬里 %棉毛’浸塑手套的标记!-.4+.4!
%$’规格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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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塑手套的规格设 置 以 手 套 长 和 手 套 宽 两 值 的 CC 整 数 表 示$彼 此

之间以斜线隔开(长以!=CC 为一档距$宽以BCC 为一档距(
规格标记示例&#@=-@=表示长为#@=CC$宽为@=CC 的浸塑手套(
$" 技术要求

包括外观要求"材料性能要求"理化性能要求等(
%"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请自行查阅标准(
B" 产品标志

每只手套袖筒上应有下列标志(
%!’分类标记(
%#’规格(
%$’生产日期或批号(
A" 包装

每副手套应独立包装 %无衬里手套内应撒滑石粉’$内附产品说明书"
出厂检验合格证及其他按照有关规定必须提供的文件(包装上应有以下标记(

%!’产品名称"分类标记(
%#’规格(
%$’制造厂厂名"厂址"邮政编码 %或电话号码’(
%%’商标(
%B’生产日期或批号(
%A’有效期限(
%?’执行标准号(
?" 储存

%!’储存和运输!储存和运输中必须防水"通风"避光"隔热$同时

避免化学物品的侵袭(
%#’储存期!储存期超过!年的$按有关规定抽样$进行检验$合格

后方可销售"使用(
六! 足部防护用品

!一"概述

!" 生产劳动过程中伤害足部的因素

%!’物体砸伤或刺伤!这是最常见的因素(在机械"冶金等行业及建

筑或其他施工中$常有物体坠落"抛出或铁钉等尖锐物体散落于地面$可

能砸伤足趾或刺伤足底(
%#’高低温伤害!在冶炼"铸造"金属加工"焦化"化工等行业的一

些作业场所$强辐射热会灼烤足部$灼热的物料可能落到脚上引起烧伤或

烫伤(在高寒地区$特别是冬季户外施工时$足部可能因低温发生冻伤(
%$’化学性伤害!在化工"造纸"纺织印染等接触化学品 %特别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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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的行业$有可能发生足部被化学品灼伤的事故(
%%’触电伤害与静电伤害!一方面$人体的手和脚都是容易发生触电

事故的部位(另一方面作业人员未穿电绝缘鞋$可能导致触电事故,或者

由于作业人员鞋底材质不适$在行走时可能与地面摩擦而产生静电$导致

危害(
%B’强迫体位!主要发生在低矮的井下巷道作业$由于膝部常常弯曲

或膝盖着地爬行$可能造成膝关节滑囊炎(
#" 足腿部防护用品分类

根据防护部位和防护功能$足腿部防护用品分为护膝用品"护腿用品

和防护鞋 %靴’等(其中防护鞋 %靴’的品种较多$应用也较为广泛(本

节只介绍防护鞋 %靴’(
$" 有关防护鞋 %靴’的标准

截至#==B年底止$有关防护鞋 %靴’的标准主要有 )防护鞋通用技

术条件*%&’!#A#$.!>>=’")防静电鞋"导电鞋技术要求*%&’%$@B.
!>>B’" )电绝缘鞋通用技术条件* %&’!#=!!.#===’" )耐酸 碱 皮 鞋*
%&’!#=!@.!>@>’" )耐 油 防 护 鞋 通 用 技 术 要 求* %&’!A?BA.!>>?’"
)低压绝缘布面胶鞋* %&’-(!#=!B.#==$’和 )防 振 鞋 一 般 技 术 条 件*
%-,$.!>>!’")焊接防护鞋*%-,%.!>>#’")高温防护鞋*%-,$#.
!>>#’")保护足趾安全鞋 %靴’* %-,B=.!>>%’" )森林防火鞋* %-,
A=.!>>%’")高压绝缘胶鞋*%-,A$.!>>%’等(

!二"防护鞋 !&’!#A#$%!>>="
!" 定义

防护鞋是防御生产劳动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劳动者的

脚及小腿的护品(
防护鞋防护性能分类及其标记$见图@)B(
#" 标记示例

工业用防护鞋...防水鞋的标记为&防护鞋!&4&’!#A#$
$" 技术要求

内容包括对鞋外底"鞋后跟高"鞋帮"鞋底防滑性及鞋后跟缓冲性等

的要求$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

%!’每双鞋应在下列部位之一冲压"印刷或粘贴永久性标志即出厂合

格证&

! 内底(

" 外底中部(

# 后帮上部(

$ 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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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鞋

工业用防护鞋 %&’

防水鞋 %&4’
防寒鞋 %&0’
绝缘鞋 %&+5’
防静电鞋 %&+,’
导电鞋 %&,,’
电热鞋 %&,R’

防腐蚀鞋 %&.’

碱 %&.+’
酸 %&.4’
油 %&.5’
有机溶剂 %&.R

)
*

+ ’

放射性污染防护鞋 %&6R’
防尘"污及一般机械伤害的鞋 %&*6’
防滑鞋 %&0,’
防振鞋 %&*,’
轻便鞋 %&2’
无尘鞋 %&6*’
抗刺割鞋 %&*&

)

*

+ ’

林业安全鞋 %-’
采伐鞋 %-*’
扑火用阻燃鞋 %-N2 ’

铸造及类似热作业用安全鞋 %/R’
建筑等高处作业用安全鞋 %+&’
搬运工"修理工等工种用安全鞋 %’’
采矿鞋 %/h’

)

*

+
!

图@)B!防护鞋分类及其标记

%#’在上述标志中应含有下列内容&

! 鞋的型号(

" 生产厂家(

# 生产年月(

$ 许可证编号(

% 产品分类标记(

& 产品标准号(
七! 躯干防护用品

!一"概述

!" 生产劳动过程中对躯干伤害的因素

生产劳动过程中对躯干伤害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高温"强辐射热!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局部性

伤害$如皮肤烫伤及局部组织烧伤等,另一类是全身性伤害$如中暑及高

温昏厥"抽搐等(
%#’低温!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皮肤组织被冻痛"冻

伤或冻僵,二是低温金属与皮肤接触时产生粘皮肤伤害,三是由于低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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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热损失过多$对人体造成全身性生理危害所造成的不适症状(如呼吸

和心率加快"颤抖$继而头痛$随着人体温逐渐降低$症状逐渐加重$甚

至可能导致死亡(
%$’化学药剂!如酸碱溶液"农药"化肥及其他经皮肤进入体内的化

学液体$或将皮肤灼伤,或刺激皮肤产生过敏性反应"毛囊炎,或引起全

身性中毒症状(
%%’微波辐射!微波对人体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外周白细胞总数暂时

下降,长期接触微波的人员$可能发现晶体混浊$甚至发生白内障,对生

殖"内分泌机能"免疫功能等都可能有不利影响(
%B’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对人体伤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剂量

辐射造成的急性辐射伤害,另一种是长期小剂量辐射积累造成的慢性辐射

伤害(其症状 基 本 相 同(如 细 胞 和 血 小 板 减 少"明 显 贫 血"胃 肠 功 能 紊

乱,毛发脱落,白内障,齿龈炎等$晚期有癌变$以再生性贫血和白细胞

减少症较为多见(
%A’静电危害!人体静电电击的发生$可能由带电体对人体放电$也

可能由带静电的人对接地体的放电$其结果造成电流流经人体产生电击(
或造成指尖受伤等机能损伤,或产生心理障碍"恐惧感$进而导致二次事

故(此外$还可能因电击发生皮炎"皮肤烧伤等(
#" 躯干防护用品分类

按照结构"功能$躯干防护用品分为防护服和防护围裙两大类$见图

@)A(

躯干防护用品

)

*

+

防护服

一般劳动防护服

特种劳动防护服

阻燃防护服

防静电服

防酸服

抗油拒水服

防水服

森林防火服

劳保羽绒服

防 ^射线防护服

防中子辐射防护服

防带电作业屏蔽服

防尘服

)

*

+防砸背心

)

*

+防护围裙

!图@)A!躯干防护用品分类

$" 有关防护服标准

截至#==B 年 底 止$有 关 防 护 服 的 标 准 有 )一 般 防 护 服*%&’-(
!$AA!.!>>#’" )劳 动 防 护 服!防 寒 保 暖 要 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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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防护服*%&’@>AB.!>>@’" )防静电防护服*%&’!#=!%.!>@>’"
)抗油拒水防护服安全卫生性能要求*%&’!#?>>.!>>!’" )̂ 射线防护

服*%&’!A?B?.!>>?’" )带 电 作 业 用 屏 蔽 服 装*%&’ABA@"!.#===’"
)浸水保温服*%&’>>B$.!>>>’" )劳 动 防 护 服 号 型*%&’-(!$A%!.
!>>#’" )防 水 服 通 用 技 术 条 件*%&’-(!%$!#.!>>$’" )焊 接 防 护 服*
%&’!B?=!.!>>B’")防尘服*%&’!?>BA.#===’" )高压静电防护服装

及试验方法*%&’!@!$A.#===’和 )防砸背甲*%-,B.!>>!’" )森林

防火服*%-,B@.!>>%’")劳保羽绒服*%-,A$.!>>%’")!==G;I 以下

辐射防护服*%-,@A.!>>A’等(
!二"&一般防护服’!&’$(!$AA!%!>>#"
!" 定义

一般防护服是指防御普通伤害和脏污的各行业穿用的工作服(可分为

以下几种款式(
%!’上"下身分离式(
%#’衣裤 %或帽’连体式(
%$’大褂式(
%%’背心(
%B’背带裤(
%A’围裙(
%?’反穿衣等(
#" 设计原则

防护服应做到安全"适用"美观"大方$应符合以下原则(
%!’有利于人体正常生理要求和健康(
%#’款式应针对防护需要进行设计(
%$’适应作业时肢体活动$便于穿脱(
%%’在作业中不易引起钩"挂"绞"碾(
%B’有利于防止粉尘"污物沾染身体(
%A’针对防护服功能需要选用与之相适应的面料(
%?’便于洗涤与修补(
%@’防护服颜色应与作业场所背景色有所区别$不得影响各色光信号

的正确判断(凡需要有安全标志时$标志颜色应醒目"牢固(
$"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每件成品须有厂名"商标"号型和检验合格证(外包装上应有制

造厂名"商品名称"货号"数量及出厂日期(
%#’包装应整齐"牢固"数量准确$在产品与外包装之间应设防潮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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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如外包装有特殊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产品运输不得损坏包装$防止雨淋日晒(
%%’产品应在阴凉"干燥"通风及确保安全的地方储存"防止鼠咬虫

蛀"霉变和其他隐患(
!三"冬季室外作业防寒服的防寒保暖要求 !&’$(!$%B>%!>>#"
各服装气候区分区限值范围及对防寒服总保暖量要求$见表@)!B(

表)"!&!各服装气候区分区限值及防寒服总保暖量要求

服 装 气 候 区! 分区限值范围%综合温度-J’! 防寒服总保暖量-*VS"

! #B $"#

# #bB %"#

$ #b!B B"=

% &b#B A"=

B "#B4"$B ?"=

! 服装气候区&按照各地!月份平 均 气 温 和 平 均 风 速 计 算 的 综 合 温 度 的 高 低$根 据 有 关 标

准规定的分区限值范围进行划分(

" 服装总保暖量的计算与测定方法请查阅标准(

!四"防静电工作服 !简称 (防静电服)"!&’!#=!%%!>@>"
!" 定义

防静电工作服是指为了防止衣服的静电积聚$用防静电织物为面料而

缝制的工作服$适合在火灾爆炸危险场所作业时穿用(
#" 技术要求及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

每件成品上必须注有生产厂名 %或厂记’"产品名称"商标"号型规

格"等级"生产日期(
%" 穿用要求

%!’气 体 爆 炸 危 险 场 所 属 = 区"! 区 且 可 燃 物 最 小 点 燃 能 量 在

="#BC+以下者$作业人员应穿用防静电服(
%#’禁止在易燃易爆场所穿脱(
%$’禁止在防静电服上附加或佩戴任何金属物件(
%%’防静电服必须与防静电鞋配套穿用$同时地面应是导电地板(
%B’防静电服应保持清洁$保持防静电性能(使用后用软毛刷"软布

蘸中性洗涤剂刷洗$不可损伤衣料纤维(
%A’穿用一 段 时 间 后$应 对 防 静 电 性 能 进 行 检 验(若 不 符 合 标 准 要

求$则不能再作为防静电服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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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抗油拒水防护服 !&’!#?>>%!>>!"
!" 抗油拒水防护服

抗油拒水防护服是指对防护服织物进行整理$使其表面能排斥"疏远

油"水类液体介质$从而既能有效抗拒此类液体对内衣和人体的侵蚀$又

不妨碍透气$使作业人员穿用较为舒适(适用于经常接触油与水的作业$
如油田开采"石油化工等行业(

抗油拒水防护服分 为 冬 季 抗 油 拒 水 防 护 服 和 夏 季 抗 油 拒 水 防 护 服 两

大类(
#" 各项技术性能及其性能指标测定方法

请自行查阅标准(
!六"防水服 !&’$(!%$!#%!>>$"
!" 定义

防水服是指具有防御水透过和漏入的防护服$包括劳动防护雨衣"下

水衣"水产服 等(主 要 用 于 保 护 从 事 淋 水"喷 溅 水 作 业"排 水"水 产 养

殖"矿井"隧道等容易浸泡或浸湿的作业人员(
#"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橡胶涂覆织物制成的防水服产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等$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

%!’每件产品应有下列标志&商标"生产厂名"号型"产品标准号(
%#’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生产厂名"厂址 %邮政编码’"产品名"

号型"数量"出厂日期"防潮"防热标志"质量 %毛重"净重’"体积及

产品标准号(
%" 运输和储存

%!’成箱运输与储存$不得与酸"碱"油类及有机溶剂等同车运输"
同库房储存(

%#’运输时防止日晒"雨淋和重压(
%$’库房干燥"通风(
%%’储存时远离热源!C 以上$货垛应距离墙$=8C"距离地面!B8C

以上(
!七"焊接防护服 !&’!B?=!%!>>B"
!" 定义

焊接防护服是指采用具有阻燃性"防金属熔滴冲击性"抗电性等安全

性能的织物为面料$并采取领口"袖口"裤口松紧两用式缝制的产品(用

于保护从事焊接作业的人员(
焊接防护服分为上"下身分离式和衣裤连体式两类(两类焊接防护服

均可配用围裙"套袖"披肩"鞋盖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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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每件产品需有厂名"商标"号型和检验合格证(外包装上应有厂

名"商品名称"货号"数量及出厂日期(
%#’包装应 整 齐 牢 固"数 量 准 确$在 产 品 与 外 包 装 之 间 应 设 防 潮 隔

层,外包装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商定(
%$’产品运输不得损坏包装$要防止日晒"雨淋(
%%’产品应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储存(
!八"^射线防护服 !&’!A?B?%!>>?"
!" 定义

^射线防护服是指用铅橡胶"铅塑料和其他复合材料制作的防护服$
用于保护接触 ^射线人员 %如直接进行荧光透视的工作人员"在 ^ 射线

机旁从事特殊检查的临床医生以及在 ^ 射线辐射场中进行防护剂量检测

的防护人员等’免受射线的危害(
#" 分类及规格

按照铅当量大小分 为7型 %="#BCCNU’"8型 %="$BCCNU’"3型

%="B=CCNU’三类(
按照品种款式分为衣"裤"围裙"背心"颈套"帽等(
$"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使用

%!’每件产品应有如下标志&产品名称"产品规格"质量等级"铅当

量"生产厂名称及厂址(
%#’产品外包装内应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

应包括以下 内 容&产 品 名 称"生 产 厂 名 称 及 厂 址"生 产 日 期"检 验 员 代

号等(
%$’运输和储存时切勿重压"日晒"雨淋(严禁与酸"碱"油"有机

溶剂等腐蚀及溶解性物质接触(
%%’产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储存温度为b!=4%=J$离

地垫高!B=CC 以上(
%B’在上述储存条件下$从出厂日期算起$产品的储存期为!年(过

期存放应重新抽检$合格后方可销售和使用(
%A’应根据作业场所 ^ 射线强度$或按照有关标准和 规 定$选 择 不

同等级铅当量的 ^ 射线防护服(使用后应挂在远离热源和避强光 处$不

得压成死折和损伤(
%?’^射线防护服正常使用期限为%4B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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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阻燃防护服 !&’@>AB%!>>@"
!" 定义

阻燃防护服 %简称 !阻燃服#’是指在接触火焰及炽热物体后能阻止

本身被点燃"有焰燃烧和阴燃的防护服(适于劳动者从事有明火"散发火

花"在熔融金属附近操作和在有易燃物质并有发火危险的场所穿用$以保

护作业人员(
#"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标准(
$"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每件 阻 燃 服 须 有 厂 名"商 标"号 型"产 品 合 格 证 和 永 久 专 用 标

志(外包装上应有厂名"地址"商品名称"货号"数量"生产许可证编号

及生产日期(
%#’包装应整齐牢固"数量准确$产品与外包装之间应设防潮湿层(

产品运输不得损坏包装$防止雨淋"日晒(
%$’产品不得与有腐蚀性物品一起存放,存放处应干燥"通风,产品

距离墙及地面#==CC 以上,防止鼠咬"虫蛀"霉变(
!十"带电作业用屏蔽服 !&’ABA@"!%#===*;i[dP*A=@>B+!>@?"
!" 定义

带电作业用屏蔽服 %简称 !屏蔽服#’是指作业人员在电气设备上进

行带电作业时穿戴的屏蔽服(整套屏蔽服包括上衣"裤"帽"手套"袜"
鞋$必须配套穿用(

#" 分类

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屏蔽服可分为两类$见表@)!A(

表)"!’!屏蔽服分类

类!!别 屏蔽效率-Z’ 熔断电流-1

7型 #%= #B

8型 #%= #$=

$" 要求

%!’总的要求!屏蔽服应有较好的屏蔽性能"较低的电阻"适当的通

流容量"一定的阻燃性及较好的服用性能,屏蔽服各部件应经过两个可卸

的连接头进行可靠的电气连接$并应保证连接头在工作过程中不得脱开(
%#’对衣料 的 要 求!包 括 屏 蔽 效 率"电 阻"衣 料 熔 断 电 流"耐 电 火

花"耐燃"耐洗 涤"耐 磨"透 气 性 能"断 裂 强 度 和 断 裂 伸 长 率 等 的 具 体

要求(
%$’对成品的要求!包括对上衣"裤"帽"手套"袜"鞋以及整套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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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服"分流连接线和连接头的具体要求(
%" 屏蔽服号型"检验规则等

请自行查阅标准(
B" 标志

%!’整套屏蔽服$包括上衣"裤"帽"手套"袜"鞋等各部件均必须

牢固地装上明显的三角形永久性标志$参见图@)?(

图@)?!屏蔽服标志
!

%#’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 制造厂名货商标(

" 型号名称(

# 制造年份"月份(

$ 熔断电流(

% 号型标志(
%$’屏蔽服的外包装上应有防压"易碎"防潮等标志(
A" 包装

%!’由于导电织物中的导电材料在空气中会被氧化$必须将屏蔽服包

装好$使其在长期储存中不会被氧化(
%#’整箱包装时$应用硬箱包装$避免屏蔽服在运输过程中因受重压

而导致导电材料损坏(
%$’外包装内必须附有产品装箱单及产品合格证(
!十一"防尘服 !&’!?>BA%#==="
!" 定义

防尘服是指保护作业人员免受一般粉尘危害的防护服(
从事粉尘浓度较大作业 %如铸件清砂"喷砂除锈"除尘器清灰"水泥

包装等’的人员$需要穿着防尘服$与防尘呼吸护具"披肩等配合使用(
#" 产品分类

%!’按照用途分为 1类防尘服 %普通型’和’类防尘服 %防静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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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款式分为连体式防尘服和分体式防尘服(
$" 要求

包括对基本性能"衣服材料的物理指标"服装结构"缝制"规格和外

观的具体要求(
%"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请自行查阅标准(
B" 标志"包装和储运

%!’在成品衣领上和裤腰内侧须钉上产品商标$并附有规格"等级"
检验证(

%#’包装应整齐"牢固$标志明显$数量准确,应装有装箱单和说明

书(每包注明货号"品名"规格"等级"生产单位"出厂日期"合格证$
并有该批产品检验报告单(

%$’严禁与酸"碱"油"有机溶剂等腐蚀性及溶解性物品混同运输$
防止日晒"雨淋(

%%’产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应远离热源 %一般为#C 以

上’,不容许与腐蚀性及溶解性物品同存于一个库房(
%B’产品有效储存期为$年 %从出厂日期算起’$$年后应按照有关

规定抽样重检$合格后可以继续使用(
八! 听觉器官防护用品

!" 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听力的损害因素

噪声是对人体有害的"不需要的一切声音(按照噪声的来源$可以分

为生产噪声"交通噪声和生活噪声三大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听力的损

害因素主要是生产噪声$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及方式不同$生产噪声可分为

下列几种(
%!’机械性噪声!指由于机械的撞击"摩擦"固体振动及转动产生的

噪声$如纺织机"球磨机"电锯"机床"碎石机等运转时发出的声音(
%#’空气动力性噪声!指由于空气振动产生的声音$如通风机"空气

压缩机"喷射器"汽笛"锅炉排气放空等发出的声音(
%$’电磁性噪声!指 电 机 中 交 变 力 相 互 作 用 而 产 生 的 噪 声$如 发 电

机"变压器等发出的声音(
生产噪声能损伤作业人员的听力$甚至导致耳聋,还可能诱发各种疾

病$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为了保护作业人员的听力$预防职业性耳聋的

发生$当工作场所噪声超过卫生标准时$作业人员应当佩戴听觉器官防护

用品(
#" 听觉器官防护用品

听觉器官防护用品 %又称听力防护用品$简称 !护耳器#’是指保护

听觉"使人避免噪声过度刺激的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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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结构不同$听力防护用品可分为耳塞"耳罩和防噪声耳帽三种产

品(耳塞是指插入外耳道内或置于外耳道口处的防噪声护耳器,耳罩是指

用头环戴在头上$由压紧耳廓或围住耳廓的壳体封住耳道$以降低噪声刺

激的护耳器(
截至#==B年底止$我国还没有有关听力防护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九! 劳动护肤剂

!一"生产劳动过程中对皮肤的有害因素

!" 分类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皮肤的有害因素较多$概括起来有三大类(
%!’物理因素!如放射性辐射"电火"机械摩擦等(
%#’化学因素!如煤焦油"石油产品"铬"铍"砷"石棉等(
%$’生物因素!如昆虫叮咬等(
#" 常见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皮炎

! 接触性皮炎(由化学或生物因素引起的刺激性或变应性皮炎(

" 光敏性皮炎(由光敏性物质和光线共同作用引起的光毒性或光变

应性皮炎(

# 电光性皮炎(如精彩人工光源 %电焊等’引起的急性皮炎(

$ 放射性皮炎(
%#’职业性皮肤色素变化

! 职业性黑变病(长期接触煤焦油"石油分馏产品"橡胶"添加剂"
某些颜料"染料及其中间体等引起的一种特殊性皮肤色素沉着(

" 职业性斑(长期接触苯基酚或烷基酚类等引起的皮肤色素失斑(
%$’职业性痤疮!由煤焦油或高沸点的石油分馏产品"卤素及其化合

物等引起的痤疮样皮损(
%%’职业性溃疡!由铬"铍"砷等化合物引起的 !鸡眼型溃疡#(
%B’职业性疣赘!由于长期接触沥青"焦油"页岩油等$在接触部位

发生的扁平疣"寻常疣或乳头瘤样皮损$以及接触石棉引起的石棉疣(
%A’职业性角化 过 度"皲 裂!由 于 长 期 接 触 脂 肪 溶 剂 和 碱 性 物 质 等

引起(
%?’职业性痒疹!因昆虫叮咬引起的丘疹性荨麻疹样损害$如谷痒症等(
%@’职业性浸渍"糜烂!长时间浸水引起的皮损(
%>’职业性毛发改变!因矿物油"沥青等引起的壳毳毛折断或增生(
%!=’职业性指甲改变!长期接触碱类物质"矿物油及物理因素引起

的平甲"匙甲"甲剥离等(
%!!’其他!由玻璃纤维引起的皮肤瘙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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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护肤剂标准

截至#==B年底止$有关劳动护肤剂的标准有 )劳动护肤剂通用技术

条件*%&’!$A%!.!>>#’和 )干洗净手膏*%-,%>.!>>%’(
!三"劳动护肤剂 !&’!$A%!%!>>#"
!" 定义

劳动护肤剂 %简称 !护肤剂#’是指涂抹在皮肤上$能阻隔有害因素

的护肤用品(
#" 分类

护肤剂分为下列B类(
%!’防水型(
%#’防油型(
%$’皮膜型(
%%’遮光型(
%B’其他用途型(
$" 技术要求

%!’护肤剂卫生指标必须符合 )化妆品卫生标准*%&’?>!A.!>@?’
的规定(

%#’护肤剂必须具有不对人体皮肤黏膜产生原发性刺激和致敏作用$
也不会因化学物经皮肤吸收引起全身毒作用和远期效应的安全性(

%$’护 肤 剂 必 须 进 行 防 护 效 果 评 价$确 定 有 效 后 方 可 生 产"使 用"
销售(

%%’护肤剂的产品标准中除必须有上述三项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质

量标准&感观标准"理化指标"包装外观指标等(
%B’护肤剂的使用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 使用时能黏附在皮肤上$但不得使皮肤产生黏腻等不舒适感(

" 使用后必须易于清洗(
%" 检验方法及规则

请自行查阅标准(
B" 包装

%!’包装材料必须无毒和清洁(
%#’内包装上必须有说明或另附说明性的标签$使用说明书等(
%$’外包装上应有标准规定的标志(
A" 运输与储存

%!’护肤剂在运输时必须轻装轻卸$防止倒置$避免剧烈振动和日晒

雨淋(
%#’护肤剂应储存在温度!=4$BJ$相对湿度低于@=K$通风的仓

库内(堆放时 按 包 装 箱 标 记 不 得 倒 置$必 须 离 地 面#=8C 以 上$中 间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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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护肤剂包装完整$未经启封$其保质期不

低于!年(
十! 安全带

从大量事故调查资料分析得知&人在离开地面#C 以上的高处作业$
若没有个人防护措施$一旦坠落$就可能发生伤亡事故(因此我国与许多

国家都明文规定$在高处作业时$为预防人员或物品坠落造成伤害$必须

使用安全带和安全网(本节只介绍 )安全带*%&’A=>B.!>@B’(
!" 定义

安全带是高处作业人员预防坠落伤亡的劳动防护用品$由安全绳"吊

绳 %带’"自 锁 钩 等 部 件 组 成(适 于 围 杆"悬 挂"攀 登 等 高 处 作 业 人 员

使用(
#" 符号代号

%!’符号含义$见表@)!?(

表)"!(!安全带符号含义

工种

(...通用%油工"造船"机修工等’

,...电工

,̂ ...电信工

+...架子工

-...铁路调车工

作业方式

6...围杆作业%如 电 工"电 信 工"园 林 工

等杆上作业’

6!...围杆带式

6#...围杆绳式

^...悬挂作业%如建筑"造船"安装等作业’

N...攀登作业

安全带结构

5...单腰带式

....防下脱式

’...双背带式

4...自锁式

0...活动式

&...固定式

%#’组合符号含义$见表@)!@(
$" 各品种结构和技术要求

请自行查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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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组合符号含义

组 合 符 号 品!种!含!义

,6!5 电工围杆带单腰带式

,6!. 电工围杆带防下脱式

(!6#5 通用7型围杆绳单腰带式%可作围杆"悬挂用’

(#6#5 通用8型围杆绳单腰带式%围杆绳无金属配件’

,̂ 6#5 电信工围杆绳单腰带式

+!̂ 5 架子工7型悬挂单腰带式%大挂钩’

+#̂ 5 架子工8型悬挂单腰带式%小挂钩’

-̂ 5 铁路调车工悬挂单腰带式

,̂ 5̂ 电信工悬挂单腰带式

(!̂ 5 通用7型悬挂单腰带式

(#̂ 4 通用8型悬挂自锁式

(!̂ ’ 通用7型悬挂双背带式%无腿带和胯带’

(#̂ ’ 通用8型悬挂双背带式%有胯带’

($̂ ’ 通用3型悬挂双背带式%有腿带’

(%̂ ’ 通用2型悬挂双背带式%有腿带’

(!N0 通用7型攀登活动式%采用一副开启式挂钩’

(#N0 通用8型攀登活动式%采用一个开启式挂钩$一个封闭钩’

(N& 通用攀登固定式

%" 材料要求

%!’安全带和绳必须用锦纶"维纶"蚕丝料(电工围杆作业用安全带

可用黄牛带革(金属配件用普通碳素钢或铝合金钢(
%#’包裹绳子的套用皮革"轻带钢"维纶或橡胶制(

B" 使用和保管

%!’安全带应高挂低用$注意防止摆动碰撞(使用$C 以上长绳应加

缓冲器$自锁钩用吊绳例外(
%#’缓冲器"速差式装置和自锁钩可以串联使用(
%$’不准将绳打结使用$应将钩挂在连接环上$不准直接挂在安全绳

上使用(
%%’安全带上的各种部件不得任意拆掉(更换新绳时要注意加绳套(
%B’安全带使用两年后$按照批量购入情况抽验一次 %试验方法参见

标准’$经试验合格$该批安全带可继续使用(对抽验过的样带$必须更

换安全绳后才能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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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使用频 繁 的 绳$要 经 常 做 外 观 检 查(发 现 异 常 时 应 立 即 更 换 新

绳(带子使用期限为$4B年$发现异常应提前报废(
A" 标志和包装

%!’金属配件上要打上制造厂的代号(
%#’安全带的带体上缝上永久字样的商标"合格证和检验证(
%$’安全绳上应加色线代表制造厂$以便识别(
%%’合格证应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年月"拉力试验%%!#"?_ %%B=GLW’"

冲击质量!==GL"制造厂名称"检验员姓名 %代号’等(
%B’每条安全带外包装上印有产品名称"生产年月"拉力试验%%!#"?_

%%B=GLW’"冲击质量!==GL"制造厂名称及使用保管注意事项等(
%A’对产品包装箱的要求 %略’(
?" 运输和储藏

%!’运输过程中$要防止日晒"雨淋(
%#’搬运时$不准使用有钩刺的工具(
%$’安全带应储藏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准接触高温"明火"强

酸和尖锐的坚硬物体$也不准长期曝晒(

第三节!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标准

一!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 %&’!!AB!.!>@>’
!一"作业分类

按照所接触能量 %物质’的主要危险特性或者特殊工作条件进行作业

分类$见表@)!>(

表)"!*!作业分类

编!号 作 业 类 别 名 称

1=! 易燃易爆场所作业

1=# 可燃性粉尘次数作业

1=$ 高温作业

1=% 低温作业

1=B 低压带电作业

1=A 高压带电作业

1=? 吸入性气相毒物作业

1=@ 吸入性溶胶毒物作业

编!号 作 业 类 别 名 称

1=> 沾染性毒物作业

1!= 生物性毒物作业

1!! 腐蚀性作业

1!# 易污作业

1!$ 恶味作业

1!% 密闭场所作业

1!B 噪声作业

1!A 强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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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作 业 类 别 名 称

1!? 激光作业

1!@ 荧光屏作业

1!> 微波作业

1#= 射线作业

1#! 高处作业

1## 存在物体坠落"撞击的作业

1#$ 有碎屑飞溅的作业

1#% 操纵转动机械

1#B 人工搬运

1#A 接触"使用锋利器具

1#? 地面存在尖利器物的作业

编!号 作 业 类 别 名 称

1#@ 手持振动机械作业

1#> 人承受全身震动的作业

1$= 野外作业

1$! 水上作业

1$# 涉水作业

1$$ 潜水作业

1$% 地下挖掘建筑作业

1$B 车辆驾驶

1$A 铲"装"吊"推机械操纵

1$? 一般性作业

1$@ 其他作业

注&标准中对各项作业均有说明和举例$本书从略(

!二"使用限制

根据是否需要 某 种 防 护 功 能 或 可 能 造 成 危 害 提 出 使 用 限 制$参 见 表

@)#=(

表)"#+!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限制

编号 护!品!种!类

’ 不可使用

’=! 的确良"尼龙等着火结焦的衣物

’=# 聚氯乙烯塑料鞋

’=$ 底面钉铁件的鞋

’=% 手套

* 可使用

*=! 白帆布类隔热服

*=# 镀反射膜类隔热服

*=$ 棉布工作服

*=% 耐高温鞋

*=B 防寒帽

*=A 防寒服

*=? 防寒手套

*=@ 防寒鞋

*=> 防静电服

*!= 等电位工作服

编号 护!品!种!类

*!! 绝缘手套

*!# 绝缘鞋

*!$ 防静电鞋

*!% 防化学液眼镜

*!B 防毒口罩

*!A 有相应滤毒罐的防毒面具

*!? 供应空气的呼吸保护器

*!@ 防尘口罩

*!> 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 防毒物渗透手套

*#! 防酸%碱’服

*## 防酸%碱’手套

*#$ 防酸%碱’鞋

*#% 相应的皮肤保护剂

*#B 塞栓式耳塞

*#A 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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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护!品!种!类

*#? 防强光"紫外线"红外线护目镜或面罩

*#@ 防激光护目镜

*#> 防微波护目镜

*$= 荧光屏作业护目镜

*$! 防射线护目镜

*$# 屏蔽服

*$$ 防射线服

*$% 护发帽

*$B 安全帽

*$A 安全带

*$? 防异物伤害护目镜

*$@ 减振手套

*$> 减振鞋

编号 护!品!种!类

*%= 防滑工作鞋

*%! 防割伤手套

*%# 防冲击安全头盔

*%$ 防滑手套

*%% 防砸安全鞋

*%B 防刺穿鞋

*%A 防水工作服%包括防水鞋’

*%? 水上作业服

*%@ 救生衣%圈’

*%> 潜水服

*B= 一般性的工作服

*B! 其他零星护品$如披肩帽"鞋罩"围裙"袖套等

注&标准中还有各种护品的适用条件$本书从略(

同一作业要求护品具有多种防护功能时$该护品应具有复合性的防护

功能(
!三"选用规定

根据作业中需防范的可能接触的危险$将作业类别与护品使用限制进

行配伍$参见表@)#!(

表)"#!!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规定

作业类别编号 不可使用的护品品类 必须使用的护品品类 可考虑使用的护品品类

1=! ’=!$’=#$’=$ *=$$*=>$*!$

1=# ’=!$’=$ *=$$*!B *=>$*!$

1=$ ’=!$’=# *=!$*=%$*#?$*$B *=#$*B!

1=% ’=$ *=A$*=?$*=@ *=B$*%=

1=B *!!$*!# *$B$*$?

1=A *!!$*!#$*$B *!=$*$?

1=? *!B *!A$*!?

1=@ *!%或 *!@’$*$% *!%$*!A$*!?$*!>$*#=

1=> *!%$*!B$*!>$*#=$*$% *!A$*!?$*#%

1!= *!B$*!>$*#=$*$% *!A$*#%

1!! *!%$*!B$*#!$*##$*#$$*$% *!?

1!#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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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类别编号 不可使用的护品品类 必须使用的护品品类 可考虑使用的护品品类

1!$ *B= *!?$*#%$*$%

1!% *!?

1!B *#B$*#A

1!A *#?

1!? *#@

1!@ *$=

1!> *#>$*$#

1#= *$!$*$$

1#! ’=$ *$B$*$A *%=

1## *$B$*%%

1#$ *$?$*B=

1#% *$%$*$?$*B=

1#B *%$ *$B$*%=$*%%

1#A *B= *%!$*%%$*%B

1#? *%B

1#@ *$@

1#> *$>

1$= *%A *=B$*=A$*=?$*=@$*$?$*%=

1$! *%=$*%@ *$A$*%?

1$# *%A

1$$ *%>

1$% *$B *!@$*#B$*$@$*%%$*%A

1$B *B= *#?$*$?$*%#

1$A *B= *!@$*#?$*$?$*%A

1$? *B=

1$@ *B=

!四"判废规定

!" 判废条件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者$即予判废(
%!’不符合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
%#’未达到上级劳动保护监察机构根据有关标准和规程所规定的功能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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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或保管储存期内遭到损坏或超过有效使用期$经检验未达

到原规定的有效防护功能最低指标(

#" 判废程序

%!’企业内的安全技术机构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对本单位劳动防护用品

进行抽查 与 检 查$需 要 技 术 检 验 的 送 国 家 授 权 的 劳 动 防 护 用 品 检 验 站

检验(
%#’作出判废处理决定(被判废的护品禁止再作为护品使用(
!五"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期限的确定

!" 确定依据

%!’磨蚀类别!按照作业条件对护品的摩擦"腐蚀"损坏能力分为三

类$参见表@)##(

表)"##!磨蚀类别

编!!号 磨!蚀!类!别

,=! 重磨蚀

,=# 中磨蚀

,=$ 轻磨蚀

注&标准中有典型作业条件与注释$本书从略(

%#’受损耗情况!按照劳动防护用品遭受磨蚀"损耗的频度$并使其

有效防护功能受损的难易程度分为$类$参见表@)#$(

表)"#$!受损耗情况

编!!号 受 损 耗 情 况

P=! 易受损耗!

P=# 中等受损耗

P=$ 强制性报废

注&标准中有举例与备注$本书从略(

%$’耐磨蚀能力!按照劳动防护用品所用材料本身的耐用性能分为三

类$参见表@)#%(

表)"#%!耐用性分类

编!!号 耐 磨 蚀 能 力

.=! 耐用!!

.=# 中等耐用

.=$ 不耐用!

注&标准中有典型条件与举例$本书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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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期限

使用期限参见表@)#B(

表)"#&!使用期限

编!!号 受损耗情况 磨 蚀 类 别 耐磨蚀能力 使用期限-月

&=!

&=#

&=$

P=# ,=!$,=#$,=$ .=!$.=#$.=$ ="B4$

&=%

&=B

&=A

&=?

&=@

&=>

&!=

&!!

&!#

P=#

,=!

,=#

,=$

,=!

,=#

,=$

,=!

,=#

,=$

.=!

.=#

.=$

!@4#%

#%4$A

$A4%@

!#4!@

!@4#%

#%4$A

A4>

>4!#

!#4#%

&!$

&!%

&!B

&!A

&!?

&!@

&!>

&#=

&#!

P=$

,=!

,=#

,=$

,=!

,=#

,=$

,=!

,=#

,=$

.=!

.=#

.=$

#%4$A

$A4%@

%@4A=

!@4#%

#%4$A

$A4%@

!#4!@

!@4#%

#%4$A

二!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试行’
#===年$月A日$原 国 家 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发 布 国 经 贸 安 全 /#===0

!@>号文件$印发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试行’*$见表@)#A(防护性

能字母对照表见表@)#?(此 外$标 准 中 还 列 出 了 与 典 型 工 种 相 近 的 工 种

%岗位’$少则几种$多则近 百 种$劳 动 防 护 用 品 的 配 备 参 照 典 型 工 种 执

行(读者需要时可以自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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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序号 典 型 工 种
工作

服

工作

帽

工作

鞋

劳防

手套

防寒

服
雨衣 胶鞋

眼护

具

防尘

口罩

防毒

护具

安全

帽

安全

带

护听

器

! 商品送货员 " " Wc " " " jW

# 冷藏工 " " Wc " " jW

$ 加油站操作工 jZ jZ WcjZ:g " jZ jW:g

% 仓库保管工 " " Wc "

B 机舱拆解工 " " Wc88 " " " jW 8j " " "

A 农艺工 " " " " " "

? 家畜饲养工 " " " W9 " " " "

@ 水产干燥工 " " " " " " "

> 农机修理工 " " Wc " " " " 8j

!= 带锯工 " " Wc WL " " " 8j "

!! 铸造工 cT cT Wc cT " F78j " "

!# 电镀工 9j 9j Wc9j 9j " 9j Wg "

!$ 喷砂工 " " Wc " " " jW 8j " "

!% 钳工 " " Wc " " 8j "

!B 车工 " " Wc 8j

!A 油漆工 " " " " " "

!? 电工 " " Wcjg jg " " "

!@ 电焊工 cT cT Wc " " Fj "

!> 冷作工 " " Wc " " 8j "

#= 绕线工 " " Wc " Wg

#! 电机%汽机’装配工 " " Wc " "

## 制铅粉工 9j " Wc9j 9j " Wg " "

#$ 仪器调修工 " " Wc "

#% 热力运行工 cT " Wc " "

#B 电系操作工 " " Wcjg jg " " jWjg " "

#A 开挖钻工 " " Wc " " " jW 8j " " " "

#? 河道修防工 " " " " " " jW

#@ 木工 " " Wc88 " " " " 8j " "

#> 砌筑工 " " Wc88 " " " jW " "

$= 泵站操作工 " " Wc W9 " " "

$! 安装起重工 " " Wc " " " j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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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典 型 工 种
工作

服

工作

帽

工作

鞋

劳防

手套

防寒

服
雨衣 胶鞋

眼护

具

防尘

口罩

防毒

护具

安全

帽

安全

带

护听

器

$# 筑路工 " " Wc " " " jW Wg " " "

$$ 下水道工 " " " W9 " " " Wg " "

$% 沥青加工工 " " Wc W9 " " jW Wg " "

$B 机械煤气发生炉工 cT " Wc " " " " "

$A 液化石油气罐装工 jZ jZ WcjZ " "

$? 道路清扫工 " " " " " " " "

$@ 配料工 " " Wc " " " " "

$> 炉前工 cT cT Wc cT " F7 " "

%= 酸洗工 9j 9j Wc9j 9j " 9j Wg "

%! 拉丝工 " " Wc " " 8j

%# 炭素制品加工工 " " Wc " " " "

%$ 炼胶工 " " Wc " " jW "

%% 纺织设备保全工 " " Wc "

%B 挡车工 " " "

%A 造纸工 " " Wc

%? 电光源导丝制造工 " " Wc " "

%@ 油墨颜料制作工 " " Wc:g :g "

%> 酿酒工 " " " " " " "

B= 制革鞣制工 " " Wc " " " " " "

B! 圆珠笔芯制作工 " " "

B# 塑料注塑工 " " Wc "

B$ 工具装配工 " " Wc " "

B% 试验工 " " "

BB 机车司机 " " " " " " "

BA 汽车驾驶员 " " " " " " " c7

B? 汽车维修工 " " Wc " " " " Wg

B@ 船舶水手 " " Wc " " " jW c7

B> 灯塔工 " " " " " " jW "

A= 无线电导航发射工 " " "

A! 中小型机械操作工 " " Wc " " " jW " "

A# 电影洗片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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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典 型 工 种
工作

服

工作

帽

工作

鞋

劳防

手套

防寒

服
雨衣 胶鞋

眼护

具

防尘

口罩

防毒

护具

安全

帽

安全

带

护听

器

A$ 水泥制成工 " " Wc " " jW Wg "

A% 玻璃熔化工 cT " Wc cT " F7 "

AB 玻璃切裁工 " " Wc WL " 8j "

AA 玻纤拉丝工 " " Wc " "

A? 玻璃钢压型工 " " Wc " " jW " "

A@ 砖瓦成型工 " " Wc " " " jW "

A> 包装工 " " Wc "

?= 卷烟工 " " " "

?! 合成药化学操作工 " " " " " jW Wg

?# *(组装调试工 " " Wc "

?$ 计算机调试工 " " "

?% 电解工 9j 9j Wc9j 9j " " "

?B 配液工 9j 9j 9j 9j " " "

?A 挤压工 " " Wc:g " " 8j "

?? 研磨工 " " Wc " " " "

?@ 线材轧制工 " " Wc " " " " "

?> 成衫染色工 " " " " " "

@= 钟%表’零件制造工 " " " "

@! 陶瓷机械成型工 " " Wc " " " "

@# 检验工 " " Wc " " " "

@$ 制卤工 " " " " " " " "

@% 糖机工 " " " " " " "

@B 生牛%羊’乳预处理工 " " " " " " "

@A 皮鞋划裁工 " " " "

@? 釉料工 " " " "

@@ 车站%场’值班员 " " " " " "

@> 汽车客运服务员 " " " " " "

>= 邮电营业员 " " " " " "

>! 文物修复工 " " " " "

># 石棉纺织工 " " " " " Wg "

>$ 建筑石膏制备工 " " Wc " " " " "



第八章!劳动防护用品

!%(!!

续表

序号 典 型 工 种
工作

服

工作

帽

工作

鞋

劳防

手套

防寒

服
雨衣 胶鞋

眼护

具

防尘

口罩

防毒

护具

安全

帽

安全

带

护听

器

>% 塔台集中控制机务员 " " "

>B 海洋水文气象观测工 " " " " " " Wg

>A 长度量具计量检定工 " " "

>? 中药临方制剂工 " " " " " Wg

>@ 天文测量工 " " " " " " Wg

>> 印刷电路照相制版工 " " " " "

!== 钨铜粉末制造工 " " Wc " " " "

!=! 单晶制备工 " " Wc " " "

!=# 光敏电阻制造工 " " " "

!=$ 光电线缆绞制工 " " Wc " " "

!=% 石油钻井工 :g :g Wc:g " " " :g " "

!=B 采煤工 " " Wc " " " " " " "

!=A 中式烹调师 " " " "

!=? 旅店服务员 " " " "

!=@ 尸体防腐工 " " " " " " "

!=> 印刷工 " " " "

!!= 牛羊屠宰工 " " Wc " "

!!! 制粉清理工 " " " " " "

!!# 化工操作工 9j 9j Wc9j 9j " " "

!!$ 化纤操作工 " " " "

!!% 超声探伤工 WW WW Wc W9 "

!!B 水产养殖工 " " " " " " "

!!A 调剂工 " " " " "

注&!" !"#表示该种类劳动防护用品必须配备,字母表示该种类必须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

还应具有表@)#?中规定的防护性能(

#" 本标准附录’为每类典型工种与相近#种对照表$需要者请自行查阅(

表)"#(!防护性能字母对照表

字!母 防 护 性 能

88 防刺穿

WW 防辐射

Wg 防异物

F7 防红外

jg 绝缘

cT 阻燃耐高温

字!母 防 护 性 能

8j 防冲击

WF 防寒

Wc 防砸%!4B级’

jZ 防静电

:g 耐油

c7 防紫外

字!母 防 护 性 能

WL 防割

W9 防水

Fj 焊接护目

jW 胶面防砸

9j 耐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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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安全生产法*与 )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在存在危险因素的

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识$及时提醒作业

人员和在场的其他人员注意防范危险$防止发生伤亡事故(这是一项保证

生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因此$正确设置"使用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识$也是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识及其设置$必须遵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目前$

有关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识方面的国家标准主要有 )安全色*%&’#@>$.!>@#’"
)安全色卡*%&’AB#?"!.!>@A’")安全色光通用规则* %&’!%??@.!>>$’"
)安全标志*%&’#@>%.!>>A’")安全标志使用导则*%&’!A!?>.!>>A’")消

防安全标志* %&’!$%>B.!>>#’"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BA$=.
!>>B’")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B@.#==$’等(

下面对上述标准的主要内容做简要介绍$更详尽内容请读者自行查阅

有关标准(

第一节!安全色和安全色光

一! 安全色! 对比色及其设置

!" 安全色

安全色是表达安全信息 %表示禁止"警告"指令"提示等’含义的颜色(
安全色规定为红"蓝"黄"绿四种颜色$其含义和用途参见表>)!(

表*"!!安全色的含义和用途

颜色 含!!义 用!途!举!例

红色

禁止

停止

!禁止标志

!停止信号&如机器"车辆上 的 紧 急 停 止 手 柄 或 按 钮$以 及 禁 止 人 们 触

动的部位

防火

蓝色
指令

必须遵守的规定

!指令标志&如必须佩戴个人防护用品$道路上指引车辆和行人行驶方

向的指令

黄色

警告

注意

!警告标志

!警戒标志&如厂内危险机器和坑边周围的警戒线等

!行车道中线

!机械上齿轮箱内部

!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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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颜色 含!!义 用!途!举!例

绿色

提示

安全状态

通行

!提示标志

!车间内的安全通道

!行人和车辆通行标志

!消防设备和其他安全防护设备的位置

注&!" 蓝色只有与集合图形同时使用时才表示指令(

#" 为了不与道路两旁绿色行道树相混淆$道路上的提示标志用蓝色(

#" 对比色

对比色为黑白两种颜色(
%!’如安全色需要使用对比色时$应按照表>)#进行设置(

表*"#!对比色

安!全!色 对!比!色

红色 白色

蓝色 白色

安!全!色 对!比!色

黄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黑色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图形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图形(
%$’白色用于安全标志为红"蓝"绿色的背景色$也可用于安全标志

的文字和图形符号(
%%’红色和白色"黄色和黑色间隔条纹$是两种醒目的标志$其含义

及用途见表>)$(

表*"$!间隔条纹标志的含义及用途

颜!!色 含!!义 用!途!举!例

红色与黄色 禁止通过 道路上用的防护栏杆

黄色与黑色 警告危险

工矿企业内部的防护栏杆

吊车吊钩的滑轮架

铁路和道路交叉道口上的防护栏杆

二! 安全色光及其通用规则

!" 安全色光

安全色光是表示安全信息含义的色光(
安全色光为红"黄"绿"蓝四种色光,白色为辅助色光(
安全色光表示事项及使用场所见表>)%(

#" 安全色光的使用方法

%!’使用安全色光要考虑周围环境的亮度以及同其他颜色的关系$应

使安全色光能够正确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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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安全色光表示事项及使用场所

颜色 表示事项 使!用!场!所 用!途!举!例

红色光

禁止

停止

危险

紧急

防火

!用 于 表 示 禁 止"停

止"危 险"紧 急"防 火

等事项的场所

!危险区禁止入内标志的色光

!一般信号灯!停止#的色光

!道路施工中的红色标志灯的色光

!一般车辆尾灯的色光

!一般车辆上堆积货物超出车的前方设置标志灯的色光

!后方或超高时挂在其端部的红灯的色光

!装载火药等危险物车辆的夜间标志的色光

!隧道或坑道内列车尾灯的色光

!坑道内危险处挂的标志灯的色光

!指示紧急停止按钮所在位置的色光

!通报紧急事态以及求救时用的发光信号的色光

!指示消防栓"灭火器"火警警报设备及其他消防用具

所在位置灯使用的色光

黄色光 注意事项
!用于有必要促使注

意事项的场所

!一般信号的!注意#色光

!表示列车在进口行驶方向标志灯的色光

绿色光

安全

通行

救护

!用 于 表 示 有 关 安

全"通 行 及 救 护 的 事

项或其场所

!矿坑内避险处悬挂的标志灯的色光

!一般信号!通行#的色光

!表示急救箱"担架"救护所"急救车灯位置的色光

蓝色光 引导事项
!通常用于指引方向

和位置
!如表示停车场的方向及所在位置的色光

白色光 指引事项
!主 要 用 于 文 字"箭

头等,通 常 用 于 指 示

方向和所到之处
!如用该色标志的文字"箭头以达到!指引#的目的

%#’使用安全色光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安装位置的选择(

" 周围环境的情况(

# 便于维护(

第二节!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一! 安全标志的类型

!" 根据基本含义分类

安全标志分为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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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表>)B(

表*"&!安全标志的分类及含义

标志类型 含!!义 举!!例

禁止标志

!禁止人们不安全 行 为 的 图 形 标 志$其 基 本 形 式

是带斜杠的圆形边框(目前国家标准)安全标志*
中禁止标志共有#$种

警告标志

!提醒人们对周围 环 境 的 危 险 因 素 引 起 注 意$以

避免可能发生危险 的 图 形 标 志$其 基 本 形 式 是 带

斜杠的正三角形边框(目前国家标准)安全标志*
中警告标志共有#@种

指令标志

!强制人们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

图形标志$其基本 形 式 是 圆 形 边 框(目 前 国 家 标

准)安全标志*中指令标志共有!#种

提示标志

!向人们提供某种 信 息%如 标 明 安 全 设 施 或 场 所

等’的图形标志$其基本形式是正方形边框(目前

国家标准)安全标志*中提示标志共有$种

#" 根据涉及范围分类

安全标志分为环境信息标志和局部信息标志两种(
%!’环境信息标志 %0’!所提供的信息涉及较大区域的图形标志(
%#’局部信息标志 %+’!所提供的信息只涉及某地点"甚至某个设备

或部件的图形标志(
二! 安全标志的使用

安全标志的使用见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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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安全标志的使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 0
!有丙类火灾 危 险 物 质 的 场 所$如&木

工车 间"油 漆 车 间"沥 青 车 间"纺 织 厂"
印染厂等

# 0
!有乙类火灾 危 险 物 质 的 场 所$如&面

粉厂"煤粉厂"焦化厂"施工工地等

$ 0

!有甲类火灾 危 险 物 质 及 其 他 禁 止 带

火种的各种危险场所$如&炼油厂"乙炔

站"液 化 石 油 气 站"煤 矿 井 内"林 区"草

原等

% 0$+
!生产"储运"使 用 中 有 不 准 用 水 灭 火

的场所$如&变 压 器 室"乙 炔 站"化 学 品

或药品库"各种油库等

B 0$+
!具有 明 火 设 备 或 高 温 的 作 业 场 所$
如&动火区"各种焊接"切割"锻造"浇注

车间等场所

A +
!暂停使用的设备附近$如&设备检修$
更换零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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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 + !设备或线路检修时$相应开关附近

@ + !检修或专人定时操作的设备附近

> +
!禁止触摸的 设 备 或 物 体 附 近$如&裸

露的带电体"炽热物体"具有毒性"腐蚀

性的物体等

!= +
!不宜跨越的 危 险 地 点$如&专 用 的 运

输通道"皮 带 运 输 线 和 其 他 作 业 流 水

线"作业现场的沟"坎等

!! +
!不允许攀爬 的 危 险 地 点$如&有 坍 塌

危险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旁

!# +
!不允许跳下的危险地点$如&深沟"深

池"车站站台"及盛装过有毒物质"易产

生窒息性气体的槽车"储罐"地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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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 +
!易造成事故或对人员有伤害的场所$
如&高 压 设 备 室"各 种 污 染 源 等 的 入

口处!

!% 0$+
!对人员有直 接 危 害 的 场 所$如&粉 碎

场地"危险路口"桥口等处

!B 0$+
!有 危 险 的 作 业 区$如&起 重"爆 破 现

场"道路施工工地等

!A +
!不允许靠近 的 危 险 区 域$如&高 压 试

验区"高压线"输变电设备的附近

!? +
!乘人易造成 伤 害 的 设 施$如&室 外 运

输吊篮"外操作载货电梯框架等

!@ +
!消防器材存放处$消防通道及车间主

通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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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 +
!抛物易伤人 的 地 点$如&高 处 作 业 现

场"深沟%坑’等

#= +
!戴手 套 造 成 手 部 伤 害 的 作 业 地 点$
如&旋转的机械加工设备附近

#! 0
!有静电火花 会 导 致 灾 害 或 有 炽 热 物

质的作业场所$如&冶炼"焊接及有易燃

易爆物质的场所等

## 0
!有静电火花 会 导 致 灾 害 或 有 触 电 危

险的作业场所$如&有 易 燃 易 爆 气 体 或

粉尘的车间及带电作业场所

#$ +
!不宜饮用水的开关处$如&循环水"工

业用水"污染水等

#% 0$+
!本标准警告 标 志 中 没 有 规 定 的 易 造

成人员伤害的场所及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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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B 0$+
!易发生火灾 的 危 险 场 所$如&可 燃 性

物质的生产"储运"使用等地点

#A 0$+
!易发生爆炸 危 险 的 场 所$如&易 燃 易

爆物质的生产"储 运"使 用 或 受 压 容 器

等地点

#? +
!有腐蚀性 物 质%&’!##A@中 第@类

所规定的物质’的作业地点

#@ 0$+
!剧毒品及 有 毒 物 质%&’!##A@中 第

A类 第!项 所 规 定 的 物 质’的 生 产"储

运"使用等地点

#> 0$+
!易发生感染 的 场 所$如&医 院 传 染 病

区,有 害 生 物 制 品 生 产"储 运"使 用 等

地点!

$= +
!有可能发生 触 电 危 险 的 电 器 设 备 和

线路$如&配电室"开关等

$! +
!在暴露的电 缆 或 地 面 下 有 电 缆 施 工

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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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 +
!易发生机械卷入"轧压"碾压"剪切等

机械伤害的作业地点

$$ + !易造成手部伤害的作业地点

$% +
!易造成脚部 伤 害 的 作 业 地 点$如&铸

造车间"木工 车 间"施 工 工 地 及 有 尖 角

散料等处

$B 0$+
!在吊装设备 作 业 的 场 所$如&施 工 工

地"港口"码头"仓库"车间等

$A +
!易发生坠落 事 故 的 作 业 地 点$如&脚

手架"高处平台"地面的深沟%池"槽’等

$? +
!易发生落物 危 险 的 地 点$如&高 处 作

业"立体交叉作业的下方等

$@ +
!具有 坑 洞 易 造 成 伤 害 的 作 业 地 点$
如&构件 的 预 留 孔 洞 及 各 种 深 坑 的 上

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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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 +
!具有 热 源 易 造 成 伤 害 的 作 业 地 点$
如&冶炼"锻造"热处理车间等

%= 0$+
!由于弧光造 成 眼 部 伤 害 的 各 种 焊 接

作业场所

%! 0$+
!有塌方危险的地段"地区$如&堤坝及

土方作业的深坑"深槽等

%# 0$+
!具有冒顶危险的作业场所$如&矿井"
隧道等

%$ 0
!有瓦斯爆炸 危 险 的 作 业 场 所$如&煤

矿井下"煤气车间等

%% 0$+
!能产 生 电 离 辐 射 危 害 的 作 业 场 所$
如&生产"储运"使 用 &’!##A@规 定 的

第?类物质的作业区

%B +
!具有裂变 辐 射 危 险 的 作 业 场 所$如&
其使用车间"储运仓库"容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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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A 0 !有激光设备或激光仪器的作业场所

%? 0
!凡微波场强超过 &’!=%$A"&’!=%$?
规定的作业场所

%@ +
!厂内车"人 混 合 行 走 的 路 段,道 路 的

拐角处"平交 路 口,车 辆 出 入 较 多 的 厂

房"车库等出入口处

%> +
!厂内铁路与道路平交路口,铁道进入

厂内的地点

B= +
!地面有易 造 成 滑 跌 伤 害 的 地 点$如&
地面有油"冰"水等物质及滑坡处

B! +
!地面 有 障 碍 物$绊 倒 易 造 成 伤 害 的

地点!

B# 0$+
!对眼睛有伤 害 的 作 业 场 所$如&机 加

工"各种焊接车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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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B$ 0
!具有对人体 有 害 的 气 体"气 溶 胶"烟

尘等的作业场 所$如&有 毒 物 质 散 发 的

地点或处理由毒物造成的事故现场

B% 0
!具有粉尘的 作 业 场 所$如&纺 织 清 花

车间"粉状物料拌料车间以及矿山凿岩

处等

BB 0
!噪 声 超 过@BZ’ 的 作 业 场 所$如&铆

接车 间"织 布 车 间"射 击 场"工 程 爆 破"
风动掘进等

BA 0
!头部易受 外 力 伤 害 的 作 业 场 所$如&
矿山"建筑工地"伐木场"造船厂及起重

吊装处等

B? 0

!易造成人体 碾 绕 伤 害 或 有 粉 尘 污 染

头部的 作 业 场 所$如&纺 织"石 棉"玻 璃

纤维 以 及 具 有 旋 转 设 备 的 机 加 工 车

间等!

B@ 0$+
!易伤害手部 的 作 业 场 所$如&具 有 腐

蚀"污染"灼烫"冰冻及触电等危险的作

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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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B> 0$+
!易伤害脚部 的 作 业 场 所$如&具 有 腐

蚀"灼烫"触电"砸%刺’伤等危险的作业

地点

A= 0$+
!易发生坠落 危 险 的 作 业 场 所$如&高

处建筑"修理"安装等地点

A! 0$+
!易发生溺水的作业场所$如&船舶"海

上"河湖等水上工程构筑物等

A# 0
!具有放射"微 波"高 温 及 其 他 需 穿 防

护服的作业场所

A$ + !剧毒品"危险品库房等地点

A% +
!便于安全疏散的紧急出口处,与方向

箭头结合设置在通向紧急出口的通道"
楼梯口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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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及图形符号 标 志 种 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AB +
!经 有 关 部 门 划 定 的 可 使 用 明 火 的

地点!

AA +
!铁路桥"公 路 桥"矿 井 及 隧 道 内 躲 避

危险的地点

三! 安全标志牌 %简称 !标志牌#’的设置

安全标志牌的设置见表>)?(

表*"(!安全标志牌的设置

项!!目 具!体!要!求

型号的选用

!根据尺寸大小将标志牌分为?种 型 号$!型 最 小$依 次 增 大$?型 最 大(型 号

选用规定如下&

!!" 工地"工厂等的入口处设A型或?型

!#" 车间入口处"厂区内和工地内设B型或A型

!$" 车间内设%型或B型

!%" 局部信息标志牌设!型"#型或$型

!B" 无论厂区内或车间内$当 所 设 标 志 牌 其 观 察 距 离 不 能 覆 盖 全 厂 或 全 车 间

面积时$应多设几个标志牌

设置高度
!标志牌的设置高度$应尽量与人眼视线高度相一致(标志牌与人视角的夹角

应接近>=D角

使用要求

!!" 标志牌应设在与安全有关的醒目处(环境信息标志宜设在相关场所 的 入

口处和醒目处,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涉及的相关危险地点或设备%部件’附近

的醒目处

!#" 标志牌不应设在门"窗"架 等 可 移 动 的 物 体 上,标 志 牌 前 不 得 放 置 妨 碍 认

读的障碍物

!$" 标志牌应设置在明亮的环境中

!%" 多个标志牌一起设置时$应 按 警 告"禁 止"指 令"提 示 类 型 的 顺 序$先 左 后

右"先上后下地排列

!B" 标志牌的固定方式分为附着式"悬挂式和柱式三种(无论何种方 式$设 置

都应确保牢固"稳定

检查和维修
!安全标志牌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如 发 现 有 破 损 变 形"褪 色 等 不 符 合 要 求 时 应

及时修整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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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消防安全标志

消防安全标志是指由安全色"边框"以图像为主要特征的图形符号或

文字构成的标志$用以表达与消防有关的安全信息(随着人们对消防安全

意识的逐步提高$在重要场所和部位根据需要正确而恰当地设置较多的消

防安全 标 志$能 够 起 到 教 育 人"警 醒 人$防 止 或 减 少 火 灾 事 故 的 重 要

作用(
一! 消防安全标志按照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的分类

!" 火灾报警和手动控制装置的标志 %见表>)@$标志的底色是红色’

表*")!火灾报警和手动控制装置标志

序!号 标!!志 说!!明

!)!
!指示火灾报警系统或固定灭火系统等的手动启

动器

!)#
!可单独用来 指 示 发 声 警 报 器$也 可 与!)!条 标

志一起使用$指示 该 手 动 启 动 装 置 是 启 动 发 声 警

报器

!)$
!指示在发生火 灾 时$可 用 来 报 警 的 电 话 及 电 话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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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时疏散途径的标志 %见表>)>$标志的底色呈绿色或红色’

表*"*!火灾时疏散途径的标志

序!号 标!!志 说!!明

#)!
!指示在发生火 灾 等 紧 急 情 况 下$可 使 用 的 一 切

出口(在 远 离 紧 急 出 口 的 地 方$应 与B)!标 志 联

用$以指示到达出口的方向

#)#
!指示装有滑动门的紧急出口(箭头指示该门的开

启方向

#)$ !本标志置于门上$指示门的开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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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标!!志 说!!明

#)% !本标志置于门上$指示门的开启方向

#)B

!指示&

!! 必须击碎 玻 璃 板 才 能 拿 到 钥 匙 或 拿 到 开 门

工具

!" 必须击开板面才能制造一个出口

#)A
!表示阻塞%疏散途径或通向灭火设备的道路等’
会导致危险

#)? !表示紧急出口"房门等禁止锁闭

$" 灭火设备的标志 %见表>)!=$标志的底色呈红色’

表*"!+!灭火设备的标志

序!号 标!!志 说!!明

$)! !指示灭火设备存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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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标!!志 说!!明

$)# !指示灭火器存放的位置

$)$ !指示消防水带"软管卷盘或消防栓箱的位置

$)% !指示地下消火栓的位置

$)B !指示地上消火栓的位置

$)A !指示消防水泵接合器的位置

$)? !指示消防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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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地方或物质的标志 %见表>)!!$标志的底

色呈黄色或红色’

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地方或物质的标志

序!号 标!!志 说!!明

%)! !警告人们有易燃物质(要当心火灾

%)#
!警告 人 们 有 易 氧 化 的 物 质$要 当 心 因 氧 化 而

着火!

%)$
!警告人们有可 燃 气 体"爆 炸 物 或 爆 炸 性 混 合 气

体$要当心爆炸

%)%
!表示&

!! 该物质不能用水灭火

!" 用水灭火会对灭火者或周围环境产生危险

%)B !表示吸烟能引起火灾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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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标!!志 说!!明

%)A !表示吸烟或使用明火能引起火灾或爆炸

%)? !表示存放易燃物会引起火灾或爆炸

%)@ !表示存放易燃易爆物质$不得携带火种

%)> !表示燃放鞭炮"焰火能引起火灾或爆炸

B" 方向辅助标志 %见表>)!#$标志的底色呈绿色或红色’
二!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原则

%!’紧急出口或疏散通道中的单向门必须在门上设置 !推开#标志$
在其反面应设置 !拉开#标志(紧急出口或疏散通道中的门上应设置 !禁

止锁闭#标志(疏散通道或消防车道的醒目处应设置 !禁止阻塞#标志(
%#’滑动门上应设置 !滑动开门#标志$标志中的箭头方向必须与门

的开启方向一致(
%$’要击碎玻璃板才能拿到钥匙或开门工具的地方或疏散中需要打开

板面才能制造一个出口的地方必须设置 !击碎板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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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方向辅助标志

序!号 标!!志 说!!明

B)! !
!与#)!标 志 联 用$指 示 到 紧 急 出 口

的方向(该标志亦可制成长方形

B)# !

!与火灾报警和手动控制装置标志和

灭火设备标 志 联 用$指 示 灭 火 设 备 或

报警装置的位置方向(该标志亦可制

成长方形

%%’建筑中的隐蔽式消 防 设 备 存 放 地 点 应 相 应 地 设 置 !灭 火 设 备#"
!灭火器#和 !消防水带#等标志(室外消防梯和自行保管的消防梯存放

点应设置 !消防梯#标志(远离消防设备存放地点的地方应将灭火设备标

志与方向辅助标志联合设置(
%B’火灾报警按钮和固定灭火系统的手动启动器等装置附近必须设置

!消防手动启动 器#标 志(在 远 离 装 置 的 地 方$应 与 方 向 辅 助 标 志 联 合

设置(
%A’有火灾报警器或火灾事故广播喇叭的地方应相应地设置 !发声警

报器#标志(有火灾报警电话的地方应设置 !火警电话#标志(对于设有

公用电话的地方 %如电话亭’$也可设置 !火警电话#标志(
%?’有地下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和不易被看到的地上消火栓等消

防器具的地方$应设置 !地下消火栓#"!地上消火栓#和 !消防水泵接合

器#等标志(
%@’下列区域应相应地设置 !禁止烟火#"!禁止吸烟#"!禁止放易燃

物#"!禁止带火种#"!禁止燃放鞭炮#"!当心火灾...易燃物质#"!当心

火灾...氧化物#和 !当心爆炸...爆炸性物质#等标志&

! 具有甲"乙"丙类火灾危险的生产厂区"厂房等的入口处或防火

区内(

" 具有甲"乙"丙类火灾危险的仓库的入口处或防火区内(

# 具有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堆场等的防火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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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燃"助燃气体储罐或罐区与建筑物"堆场的防火区内(

% 民用建筑中燃油"燃气锅炉房$油浸变压器室$存放"使用化学

易燃"易爆物品的商店"作坊"储藏间内及其附近(

& 甲"乙"丙类液体及其他化学危险物品的运输工具上(

’ 森林和矿山等防火区内(

( 遇水爆炸的物质或用水灭火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危险的地方应设置

!禁止用水灭火#标志(

) 其他有必要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的地方(
三! 设置要求

从略$请查阅有关标准(

第四节!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一!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其使用

!" 禁止标识 %见表>)!$’

表*"!$!禁止标识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示语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禁止入内

!表 示 未 经

防 护 和 允 许

不得入内

!!" 高 毒 物 品 作 业 场 所"放

射工 作 场 所"存 放 高 毒 物 品

仓库的入口处$须长期设置

!#" 在 应 急 情 况 下 的 泄 险

区"突发事故现场"设备维修等

场所的入口处$需临时设置

!图形标识与警

示语句必须同时

使用

!)# 禁止停留

!表 示 未 经

防 护 和 允 许

不得停留

!!" 高 毒 物 品 作 业 场 所"放

射工 作 场 所"存 放 高 毒 物 品

仓库的入口处$须长期设置

!#" 在应急情况下的泄险区"
突发事故现场"设备维修等场

所的入口处$需临时设置

!图形标识与警

示语句必须同时

使用

!)$ 禁止启动

!表 示 未 经

允 许 不 得

启动!

!在可能产 生 职 业 病 危 害 的

设备 发 生 故 障 或 进 行 维 护"
检修时设置

!图形标识必须

使 用$警 示 语 句

可以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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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标识 %见表>)!%’

表*"!%!警告标识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 示 语 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 当心中毒

!#" 有毒气体

!$" 接触可 引 起

伤害

!%" 接触可 引 起

伤害和死亡

!表 示 应 当

注 意 中 毒

危 害!

!可 能 引 起 急 性

中毒 危 险 的 作 业

场所和仓储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应当同时使用

!$" 警示 语 句 视 职 业

病危害因素种类定

#)#

!!" 当心腐蚀

!#" 腐蚀性

!$" 遇湿具 有 腐

蚀性

!表 示 应 当

注 意 腐 蚀 性

危害

!存 在 酸"碱"强

氧化 剂 物 质 等 可

能引 起 腐 蚀 性 伤

害的 作 业 场 所 和

仓储场所

!图 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

句应当同时使用

#)$ !当心感染

!表 示 应 当

注 意 生 物 性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的危害

!存 在 生 物 性 职

业病 危 害 因 素 的

作业 场 所 和 仓 储

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五类

生物因素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必须同时使用

#)% !当心弧光
!表 示 应 注

意弧光危害

!产 生 弧 光 的 作

业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七类

%二’导 致 电 光 性 眼 炎

的危害因素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必须同时使用

#)B !当心电离辐射
!表 示 应 注

意电离辐射

!存 在 放 射 性 同

位素 和 使 用 放 射

性 装 置 的 作 业

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二类

放射性物质类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应当同时使用

#)A !注意防尘
!表 示 应 注

意粉尘危害

!存 在 粉 尘 危 害

的作业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一类

粉尘类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应当同时使用

#)? !注意高温

!表 示 应 当

注 意 高 温 作

业 可 能 引 起

的危害

!高温作业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四类

%一’高温

!#" 图形 标 识 必 须 使

用$警示语句可以选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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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 示 语 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当心有毒气体

!表 示 应 当

注 意 有 毒 气

体 引 起 的 急

性中毒危害

!!" 使用有 毒 物

品并 有 可 能 引 起

有毒 气 体 急 性 中

毒的作业场所

!#" 存放有 毒 物

品并 有 可 能 产 生

有毒 气 体 的 仓 储

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三类

化 学 性 物 质 %有 毒

气体’!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应当同时使用

#)> !噪声有害

!表 示 应 当

注 意 噪 声 引

起 的 健 康

危害!

!产 生 噪 声 的 作

业场所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八类

%一’导 致 噪 声 聋 的 危

害因素

!#" 图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句同时使用

$" 指令标识 %见表>)!B’

表*"!&!指令标识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 示 语 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戴防护镜
!表 示 必 须

戴防护镜

!对 眼 睛 有 危 害 的

物理"生 物"化 学 因

素的作业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目 录*
第七类导 致 职 业 性

眼病的危害因素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同时使用

$)# !戴防毒面具
!表 示 必 须

戴防毒面具

!!" 使用有毒物 品

并 有 可 能 引 起 有 毒

气 体 急 性 中 毒 的 作

业场所

!#" 存放有毒物 品

并 有 可 能 产 生 有 毒

气体的仓储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目 录*
第三类化学物质类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 !戴防尘口罩
!表 示 必 须

戴防尘口罩
!粉尘作业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目 录*
第一类粉尘类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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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 示 语 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戴护耳器
!表 示 必 须

戴护耳器

!噪 声 超 过 标 准 的

作业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目 录*
第八类%一’导 致 噪

声聋的危害因素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B !戴防护手套
!表 示 必 须

戴防护手套

! 物 理"化 学 因 素

对 手 可 能 造 成 职 业

损害的作业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目 录*
第六类导 致 职 业 性

皮肤病的危害因素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同时使用

$)A !穿防护鞋
!表 示 应 穿

戴防护鞋

! 物 理"化 学 因 素

对 脚 可 能 造 成 职 业

损害的作业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目 录*
第六类导 致 职 业 性

皮肤病的危害因素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 !穿防护服
!表 示 应 穿

戴防护服

! 具 有 放 射"化 学

及 其 他 需 要 穿 防 护

服的工作场所

!!" 放 射 性 物 质

作 业"特 殊 事 件

处理!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同时使用

$)@ !注意通风
!表 示 应 设

置通风设施

!存 在 有 毒 物 品 和

粉尘的作业场所

!!" 见)职 业 病 危

害因素分类目录*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示语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 提示标识 %见表>)!A’(

表*"!’!提示标识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 示 语 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左 行 紧 急

出口

! 提 示 撤 离

通道
!应急撤离通道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 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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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 形 标 识 警 示 语 句 标 识 含 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
!右 行 紧 急

出口

! 提 示 撤 离

通道
!应急撤离通道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 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
!直 行 紧 急

出口

! 提 示 撤 离

通道
!应急撤离通道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 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 !急救站

! 提 示 可 以

进行紧急医学

救助的场所

!用 人 单 位 设 立

的紧 急 医 学 救 助

场所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 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B !救援电话

! 提 示 可 以

发 出 救 援 信

号的场所

!救援电话附近

! 图 形 标 识

与 警 示 语 句

必 须 同 时

使用!

B" 警示线 %见表>)!?’

表*"!(!警示线

序号 图!形!标!识 警示语句 标识含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B)!
! 红 色 警

示线

! 将 严 重

危 害 源 与

其 他 区 域

分隔开来

!!" 高 毒 物 品

作业场所

!#" 放 射 工 作

场所

!$" 存 在 严 重

危害 源 的 事 故

的现场周边

!!" 见 )职 业 病 危 害

因素分类目录*第 三 类

放射性物质类

!#" 限 佩 戴 相 应 防 护

用具 的 专 业 人 员 进 入

此区域

!$" 生 产"储 藏"运 输

和使用 高 毒 物 品"放 射

源的作业场所必须置备

B)#
! 黄 色 警

示线

! 将 一 般

危 害 源 与

其 他 区 域

分隔开来

!存 在 一 般 危

害源 的 事 故 的

现场周边

!!" 限 佩 戴 相 应 防 护

用具 的 专 业 人 员 进 入

此区域

!#" 出 入 此 区 域 的 人

员必须进行洗消处理

!$" 生 产"储 藏"运 输

和使用 高 毒 物 品"放 射

源的作业场所必须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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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形!标!识 警示语句 标识含义 设置场所与要求 说!!明

B)$
! 绿 色 警

示线

! 将 救 援

人 员 与 公

众 隔 离

开来!

!事 故 现 场 救

援区域的周边

!!" 患 者 的 抢 救 治

疗"指挥机 构 设 在 此

区域内

!#" 可 能 发 生 急 性

中毒 危 害 的 作 业 场

所必须置备

二! 警示标识的设置

!" 设置场所

%!’作业场所!使用或放置有毒物质和可能产生其他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场所(
%#’设备!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上或其前方醒目位置(
%$’产品外包装!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

放射性物质材料的产品外包装应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简要的中文警示说

明(警示说明应载明产品特性"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储存场所!储存有毒物质和可能产生其他职业病危害的场所(
%B’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的现场(
有关各类警示标识设置场所的具体内容请参看本节第一部分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及其使用各表中 !设置场所与要求#一栏(
#" 设置位置

%!’应设在与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相关的醒目位置$并保证在一定距

离和多个方位能够清晰看到其表示的内容(
%#’在较大的作业场所$应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的布点原则和要求设置

警示标识(岗位密集的作业场所应当选择有代表性的作业点设置一个或多

个警示标识,分散的岗位应当在每个作业点分别设置警示标识(
%$’警示标识不得设置在门"窗等可活动物体上,警示标识前不得放

置妨碍视线的障碍物(
%%’警示标识设置的位置应具有良好的照明条件(
$" 设置高度"固定方式和对警示标识的其他要求

从略$请读者查阅有关标准(
三! 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 栏目及内容

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简称 )告知卡*’是设置在使

用高毒物品 %见本章附录 )高毒物品目录*’作业岗位醒目位置上的一种

警示(它以简洁的图形和文字$将作业岗位所接触到的有毒物品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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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劳动者$并提醒劳动者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告知卡*的内

容见表>)!@(

表*"!)!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的栏目及内容

栏 目 名 称 位!!置 内!!容

!有 毒 物 品 通 用

提示栏 !最上方 !用红底白字标明!有毒物品$对 人 体 有 害$请 注 意 防 护#等

文字作为通用提示

!有 毒 物 品 名

称栏!
!左上方 !用中文标明有毒物品的名称$可能时应提供英文名称(名

称要醒目清晰

!健康危害栏 !中上方 !简要叙述职业病危害对 人 体 健 康 的 危 害 后 果$包 括 急"慢

性危害和特殊危害

!警示标识栏 !在 名 称 栏 的 正

下方
!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或警示语句(有多种危害时$可设置

多重警示标识或警示语句

!理化特性栏 !右上方 !简要叙述有毒物品的理化"毒害"燃烧和爆炸等特性

!应急处理栏 !中右方 !简要叙述发生急性中毒时的应急救治与预防措施

!指令指示栏 !右下方 !用警示语 句 或 指 令 标 识 表 示 应 采 取 的 职 业 病 危 害 防 护

措施

!救援电话栏 !左下角 !标明用于在发生可能引起 职 业 病 危 害 情 况 下 的 紧 急 救 援

电话

!职 业 卫 生 咨 询

电话栏 !右下角 !为劳动者设立的提供职业病防范知识和建议的咨询电话

#" )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示例

!

$" 设置要求

在高毒物品的作业场所必须设置 )有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

卡*(由于 )告知卡*涉及的高毒物品种类多达B=余种$非常专业$因此

用人单位应使用有关部门统一编制的标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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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高毒物品目录 %#==$年版’

序号 毒 物 名 称 别!名 英 文 名 称

! !:)甲基苯胺 !:)3;<FgVO:EVE:;

# !:)异丙基苯胺 !:)d9S\TS\gVO:EVE:;

$ !氨 阿摩尼亚 !1CCS:EO

% !苯 !’;:c;:;

B !苯胺 !1:EVE:;

A !丙烯酰胺 !18TgVOCEZ;

? !丙烯腈 !18TgVS:E<TEV;

@ !对硝基苯胺 !))_E<TSO:EVE:;

>
!对 硝 基 氯 苯-二 硝

基氯苯
!))_E<TS8FVSTSU;:c;:;-,E:E<TS8FVSTSU;:c;:;

!= !二苯胺 !,E\F;:gVOCE:;

!! !二甲基苯胺 !,EC;<FgVO:EV:;

!# !二硫化碳 !*OTUS:ZE9YVWEZ;

!$ !二氯代乙炔 !,E8FVSTSO8;<gV;:;

!%
!二 硝 基 苯 %全 部 异

构体’ !,E:E<TSU;:c;:;%OVVE9SC;T9’

!B !二硝基%甲’苯 !,E:E<TS<SVY;:;

!A !二氧化%一’氮 !_E<TSL;:ZESXEZ;

!?
!甲苯)#$%)二 异 氰 酸

酯%(,d’
!(SVY;:;)#$%)ZEE9S8gO:O<;%(,d’

!@ !氟化氢 氢氟酸 !0gZTSL;:WVYSTEZ;

!>
!氟 及 其 化 合 物 %不

含氟化氢’ !.VYSTEZ;9%;X8;\<0.’$O9.

#= !镉及其化合物 !*OZCEYCO:Z8SC\SY:Z9

#! !铬及其化合物 !*FTSCE8O:Z8SC\SY:Z9

## !汞 水银 !3;T8YTg

#$ !碳酰氯 光气 !NFS9L;:;

#% !黄磷 !5;VVS7\FS9\FST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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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毒 物 名 称 别!名 英 文 名 称

#B !甲%基’肼 !3;<FgVFgZTOcE:;

#A !甲醛 福尔马林 !.STCOVZ;FgZ;

#? !焦炉逸散物 !*SG;S[;:;CE99ES:9

#@ !肼,联氨 !0gZTOcE:;

#> !可溶性镍化物 !_E8G;V9SVYUV;8SC\SY:Z9

$= !磷化氢,膦 !NFS9\FE:;

$! !硫化氢 !0gZTSL;:9YVWEZ;

$# !硫酸二甲酯 !,EC;<FgV9YVWO<;

$$ !氯化汞 升汞 !3;T8YTE88FVSTE<;

$% !氯化萘 !*FVSTE:O<;Z:O\F<FOV;:;

$B !氯甲基醚 !*FVSTSC;<FgVC;<FgV;<F;T

$A !氯,氯气 !*FVSTE:;

$? !氯乙烯,乙烯基氯 !IE:gV8FVSTEZ;

$@
! 锰 化 合 物 %锰 尘"
锰烟’!

!3OLO:;9;O:Z8SC\SY:Z9

$> !镍与难溶性镍化物 !_E8F;VO:ZE:9SVYUV;8SC\SY:Z9

%= !铍及其化合物 !’;TgVVEYCO:Z8SC\SY:Z9

%! !偏二甲基肼 !a:9gCC;<TE8ZEC;<FgVFgZTOcE:;

%# !铅,尘-烟 !-;OZZY9<--;OZWYC;

%$ !氰化氢 %按 *_计’ !0gZTSL;:8gO:EZ;$O9*_

%% !氰化物 %按 *_计’ !*gO:EZ;9$O9*_

%B !三硝基甲苯 (_( !(TE:E<TS<SVY;:;

%A !砷化%三’氢,胂 !1T9E:;

%?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 !1T;:E8O:ZE:STLO:E88SC\SY:Z9

%@ !石棉总尘-纤维 !19U;9<S9

%> !铊及其可溶化合物 !(FOVVEYCO:Z9SVYUV;8SC\SY:Z9

B= !%四’羰基镍 !_E8G;V8OTUS:gV

B! !锑及其化合物 !1:<ECS:gO:Z8SC\SY:Z9

B# !五氧化二钒烟尘 !IO:OZEYC\;:<S9EZ;WYC;O:ZZY9<

B$ !硝基苯 !_E<TSU;:c;:;%9GE:’

B% !一氧化碳%非高原’ !*OTUS:CS:SXEZ;:S<E:FELFOV<E<YZ;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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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23!’#++#&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所有新建"扩建"改建建

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 %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设计

及评价(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的选址与整体布局"防尘与防毒"防暑

与防寒"防噪声与振动"防非电离辐射及电离辐射"辅助用室等方面的内

容$以保证工业企业的设计符合卫生要求(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

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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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是 不 注 日 期 的 引 用 文 件$其 最 新 版 本 适 用 于 本

标准(
&’%?>#.!>@%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 电离辐射防护规定

&’!=%$%.!>@> 作业场所局部振动卫生标准

&’!=%$A.!>@> 作业场所微波辐射卫生标准

&’!=%$?.!>@> 作业场所超高频辐射卫生标准

&’!!AB%.!>@>4&’!!AAA.!>@>!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B$.#===4&’!@=@$.#===!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A#>?.!>>A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A>!=.!>>? 小型工业企业建厂劳动卫生基本技术条件

&’B==$%.!>>#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B=!@?.!>>$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B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日本产业医学会的 ]P-%]88Y\O<ES:OVPX\S9YT;-ECE<9’!>>?
1*&d0%1C;TE8O:*S:W;T;:8;SW&S[;T:C;:<OVd:ZY9<TEOV0gLE;:)

E9<9’
$!总则

$,!!为 了 贯 彻 执 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病 防 治 法*要 求$体 现

!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保证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符合卫生要

求$控制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类职业危害因素$改善劳动条件以保障职工的

身体健康$促进生产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附录

"*$!!

$,#!在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时$应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综合防

护措施$防止有害因素对工作场所的污染$对于生产过程中尚不能完全消

除的有害因素$亦应采取综合预防"治理措施$使设计符合本标准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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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 要 采 取 卫 生 防 护 措 施 和 配 置 卫 生 辅 助 设 施 时$
要与主体 工 程 同 时 设 计"同 时 施 工"同 时 投 产 使 用$使 之 符 合 卫 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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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4&’!!AAA"&’!@=B$4&’!@=@$ 及 其 他 相 关 国 家 标 准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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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化学"生物等’产生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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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工业企业的性质"规模"生产流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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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环境保 护 等 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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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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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办公室"厨房"食堂"托儿所"
俱乐部"宿舍及体育场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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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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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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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竖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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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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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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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及其同系物或醇类或醋酸酯类’蒸气$或数

种刺激性气体 %三氧化硫及二氧化硫或氟化氢及其盐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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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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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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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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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防护资料(
&,!,(!经常有人来往的通道 %地道"通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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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及粉尘的含量$不应超过规定的接触限值的$=K(
&,!,!!!空气中含有病原体"恶臭物质 %例如毛类"破烂布分选"熬

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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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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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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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应的

防尘"防毒技术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通风系统的组成及其布置应合理$管道材质应合格(容易凝

结蒸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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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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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要求后排放,如直接排入大气$应引至屋顶以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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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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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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的补充量应达到$=C$-F1人的标准规定(
&,!,##!厂房内的 设 备 和 管 道 必 须 采 取 有 效 的 密 封 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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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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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或 !8#$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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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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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4>=D夹角$最小也不应小于%BD角(
&,#,!,%!热源的布置应尽量布置在车间的外面,采用热压为主的自

然通风时$热源尽量布置在天窗的下面,采用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风时$
热源应尽量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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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和侧窗应便于开关和清扫(
&,#,!,’!夏季自然通风用的进气窗其下端距地面不应高于!"#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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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如低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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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且不宜设在厂房的迎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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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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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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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1F
的车间不得超过室外温度$J,散热量#$4!!A6-C$1F的车间不得超过

室外温度BJ,散热量大于!!A6-C$1F的车间不得超过室外温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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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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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及以下 #$ #% #B #A #? #@ #>4$# $$及以上

!工 作 地 点 与 室

外温差-J
!= > @ ? A B % $ #

&,#,!,!!!当作业地点 气 温#$?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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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空调的休息室室内气温应保持在#B4#?J(
&,#,!,!$!特殊高 温 作 业$如 高 温 车 间 天 车 驾 驶 室"车 间 内 的 监 控

室"操作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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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室内气温不应超过#@J(

&,#,!,!%!工 艺 上 以 湿 度 为 主 要 要 求 的 空 气 调 节 车 间 %如 纺 织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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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B= A= ?= @=

温度-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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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C-9$雾滴直径应小于!==:C,不带水

雾的气流到达工作地点的风速$轻作业应控制在#4$C-9$重作业应控制

在%4AC-9(
&,#,!,!’!在炎热季 节 对 高 温 作 业 工 种 的 工 人 应 供 应 含 盐 清 凉 饮 料

%含盐量为="!K4="#K’$饮料水温不宜高于!BJ(
&,#,#!防寒

&,#,#,!!凡近十年每年最冷月平均气温%@J的月份在$个月及$个

月以上的地区应设集中采暖设施,出现%@J的月份为#个月以下的地区

应设局部采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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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冬季工作地点的采暖温度

劳动强度%分级’ 采暖温度-J

7 !@4#!

8 !A4!@

劳动强度%分级’ 采暖温度-J

3 !%4!A

2 !#4!%

注&劳动强度分级方法见附录’(

&,#,#,#!集中采暖车间$当每名工人占用的建筑面积较大时%#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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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冬季辅助用室的温度

辅助用室名称 气温-J

厕所"盥洗室 !#

食堂 !@

办公室"休息室 !@4#=

技术资料室 #=4##

辅助用室名称 气温-J

存衣室 !@

淋浴室 #B4#?

更衣室 #B

&,#,#,%!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等于或小于b#=J的地区$为防止

车间大门长时间或频 繁 开 放 而 受 冷 空 气 的 侵 袭$应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设 置 门

斗"外室或热空气幕(
&,#,#,&!设计热风采暖时$应防止强烈气流直接对人产生不良影响(

送风风速一般应在="!4="$C-9$送风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J(
&,#,#,’!生产时用水较多或产生大量湿气的车间$设计时应采取必

要的排水防湿设施$防止顶棚滴水和地面积水(
&,#,#,(!车间的维 护 结 构 应 防 止 雨 水 渗 透$冬 季 需 要 采 暖 的 车 间$

围护结构内表面应防止凝结水气$围护结构不包括门窗(特殊潮湿车间工

艺上允许在墙上凝结水气的除外(
&,#,#,)!低温作业车间 %冷库’应附设工作服烘干室及淋浴室(淋

浴室气温应符合本标准表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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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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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置隔声操作 %控制’室(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有防止振动传播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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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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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的底层,对振幅"功率大的设备应设计减振基础(
&,#,$,&!工作场所操作人 员 每 天 连 续 接 触 噪 声@F$噪 声 声 级 卫 生

限值为@BZ’%1’(对于操 作 人 员 每 天 接 触 噪 声 不 足@F的 场 合$可 根 据

实际接触 噪 声 的 时 间$按 接 触 时 间 减 半$噪 声 声 级 卫 生 限 值 增 加$Z’
%1’的 原 则$确 定 其 噪 声 声 级 限 值 %表 B’(但 最 高 限 值 不 得 超 过

!!BZ’%1’(

表&!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日接触噪声时间-F 卫生限值-Z’%1’

@ @B

% @@

# >!

! >%

日接触噪声时间-F 卫生限值-Z’%1’

!-# >?

!-% !==

!-@ !=$

注&最高不得超过!!BZ’%1’(

&,#,$,’!生产性噪声传播至非噪声作业地点的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不得超过表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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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 工效限值-Z’%1’

噪声车间办公室 ?B

非噪声车间办公室 A=

会议室 A=

计算机室"精密加工室 ?=

不得超过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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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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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

!=== !$=

!==== !#=

&,#,$,)!工作地点生产性噪声声级超过卫生限值$而采用现代工程

技术治理手段仍无法达到卫生限值时$可采用有效个人防护措施(
&,#,$,*!局部振动作业$其接振强度%F等能量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

不得超过BC-9#$日接振时间少于%F可按表@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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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局部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日接振时间-F 卫生限值-%C-9#’

#4% A

!4# @

%! !#

超过上述卫生限值应采取减振措施$若采取现有的减振技术后仍不能

满足卫生限值的$应对操作者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具(
&,#,$,!+!全身振动作业$其接振作业垂直"水平振动强度不应超过

表>中的规定(

表*!全身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工作日接触时间-F
卫 生 限 值

-Z’%1’ -%C-9#’

@ !!A ="A#

% !#="@ !"!

#"B !#$ !"%

工作日接触时间-F
卫 生 限 值

-Z’%1’ -%C-9#’

!"= !#?"A #"%

="B !$!"! $"A

&,#,$,!!!受振动 %!4@=0c’影响的辅 助 用 室 %办 公 室"会 议 室"
计算机房"电话室"精密仪器室等’$其垂直或水平振动强度不应超过表

!=中规定的卫生限值(

表!+!辅助用室垂直或水平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接触时间-%F-Z’
卫!生!限!值 工!效!限!值

-Z’%1’ -%C-9#’ -Z’%1’ -%C-9#’

@ !!= ="$! !== ="=>@

% !!%"@ ="B$ !=%"@ ="!?

#"B !!? ="?! !=? ="#$

! !#!"A !"!# !!!"A ="$?

="B !#B"! !"@ !!B"! ="B?

&,#,$,!#!噪声和振动的控制在发生源控制的基础上$对厂房的设计

和设备的布局需采取降噪和减振措施(
&,#,$,!$!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修筑隔振沟(产生噪声和振动的车

间墙体应加厚(为减轻噪声和振动的产生和传播$设置隔声室以阻断噪声

的传播(隔声室的天棚"墙体"门窗均应符合隔声"吸声的要求(
&,#,$,!%!噪声强度超过 &’+@?要求的厂房$其内墙"顶棚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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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吸声层(
&,#,%!防非电离辐射 %射频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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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点微波 %$==30c4$==&0c’电磁辐射强度不应超

过表!!规定的限值(

表!!!工作地点微波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波!!型 平均功率密度-%:6-8C#’ 日总计量-%:6-8C#’

连续波 B= %==

脉冲波
固定辐射 #B #==

非固定辐射 B== %===

工作日接触连续波时间小于@F可按下述公式计算&
;ZM%==-’

式中!;Z...容许辐射平均功率密度$:6-8C#,
’...接触辐射时间$F(

工作日接 触 脉 冲 波 时 间 小 于@F$容 许 辐 射 平 均 的 功 率 密 度 按 下 式

计算&
;ZM#==-’

&,#,%,$!短时间 接 触 时 卫 生 限 值 不 得 大 于BC6-8C#$同 时 需 要 使

用个体防护用具(
&,#,%,%!高频电磁辐射 %频率$=30c4$==30c’工作地点辐射强

度卫生限值不应超过表!#的规定(

表!#!高频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波!!型 日接触时间-F
功 率 密 度

-%C6-8C#’ -%I-C’

连续波
@ ="=B !%

% ="!= !>

脉冲波
@ ="=#B !=

% ="=B !%

&,#,%,&!产生非电离辐射的设备应有良好的屏蔽措施(
&,#,&!工频超高压电场的防护

&,#,&,!!产生工频超高压电场的设备应有必要的防护措施(
&,#,&,#!产生工频超高压电场的设备安装地址 %位置’的选择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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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生活"工作区保持一定的距离(达到上述

地区的电场强度不应超过!GI-C(
&,#,&,$!从事工频高压电作业场所的电场强度不应超过BGI-C(
&,#,&,%!超高压 输 电 设 备$在 人 通 常 不 去 的 地 方$应 当 用 屏 蔽 网"

罩等设备遮挡起来(
&,#,’!电 离 辐 射 防 护 应 按 &’@?=#"&’%?>#"&’!=%$A 等 规 定

执行(
&,#,(! 照 明 作 业 场 所 照 明 卫 生 要 求$应 按 &’B==$%.!>># 规 定

执行(
&,$!人工空气调节

&,$,!!工作场所每名工人所占容积小 于#=C$ 的 车 间$应 保 证 每 人

每小时不少于$=C$ 的新鲜空气量,如所占容积为#=4%=C$ 时$应保证

每人每小时不少于#=C$ 的新鲜空气量,所占容积超过%=C$ 时允许由门

窗渗入的空气来 换 气(采 用 空 气 调 节 的 车 间$应 保 证 每 人 每 小 时 不 少 于

$=C$ 的新鲜空气量(
&,$,#!封闭式车间

&,$,#,!!车间内有害因素的浓度 %强度’不得超过 )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封闭式车间操作人员所需的适宜新风量为$=4B=C$-F(
&,$,#,$!封闭式车间微小气候计算参数应满足表!%的要求(

表!$!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频率-30c 电场强度-%I-C’ 磁场强度-%1-C’

="!4$"= B= B

$"=4$= #B 不规定

表!%!封闭式车间微小气候计算参数

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J #=4#% #B4#@

风速-%C-9’ %="# %="$

相对湿度-K $=4A= %=4A=

注&过渡季节微小气候计算参数取冬季"夏季插值(

’!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

’,!!一般规定

’,!,!!根据工业企业生产特点"实际需要和使用方便的原则设置辅

助用室$包括工作场所办公室"生产卫生室 %浴室"存衣室"盥洗室"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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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房’$生活室 %休息室"食堂"厕所’$妇女卫生室(
’,!,#!辅助用室应避开有害物质"病原体"高温等有害因素的影响(

建筑物内部构造应易于清扫$卫生设备应便于使用(
’,!,$!浴室"盥洗室"厕所的设计计算人数$一般按最大班工人总

数的>$K计算(存衣室的设计计算人数$应按车间在册工人总数计算(
’,!,%!职工食堂"浴室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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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办公室

车间办公室宜靠近厂房布置$且应满足采光"通风"隔声等要求(
’,$!生产卫生室

’,$,!!应根据车间的卫生特征设置浴室"存衣室"盥洗室$其卫生

特征分级见表!B(虽易经皮 肤 吸 收$但 易 挥 发 的 有 毒 物 质 %如 苯 等’可

按$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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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炭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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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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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器的数量$根据设计计算人数按表!A计算(

表!’!淋浴器设计数量

车间卫生特征级别 ! # $ %

每个淋浴器使用人数 $4% B4@ >4!# !$4#%

’,$,%,!!女浴室和卫生特征!级"#级的车间浴室$不得设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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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炎热地区需每天洗浴者$卫生特征%级车间的浴室每

个淋浴器的使用人数可按!$人计算(
’,$,%,$!重作业者可设部分浴池$浴室内一般按每!C# 面积可按!

个淋浴器换算(
’,$,%,%!浴室内一般按%4A个淋浴器设一具盥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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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工种应设除尘"消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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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接触油污的车间$应供给热水(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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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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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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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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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数计算进行设计(
’,%,%,!!男厕所$!==人以下的工作场所按#B人设一蹲位,!==人

以上每增B=人$增设一个蹲位(小便器的数量与蹲位数相同(
’,%,%,#! 女 厕 所$!== 人 以 下 的 工 作 场 所$按 #= 人 设 一 个 蹲 位,

!==人以上$每增$B人$增设一个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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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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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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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时$应设一具$大于#==名时

每增加#==名应增设一具(
’,&,$!最大班女工在!==名以下至%=名以上的工业企业$设置简易

的温水箱及冲洗器(
(!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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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

表!)!紧急救援站使用面积

职工人数-人 使用面积-C#

$$== ##=

$==4!=== $=4A=

!==!4#=== A=4!==

职工人数-人 使用面积-C#

#==!4$B== !==4!#=

$B=!4!==== !#=4!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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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4
%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4,!!对本标准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4,!,!!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 !必须#$反面词一般采用 !严禁#(
4,!,#!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 !应#,反面词一般采用 !不应#或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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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示允许稍有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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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示一般情况下均应这 样 做$但 硬 性 规 定 这 样 做 有 困 难 的$

采用 !应尽量#(
4,!,&! 表 示 允 许 有 选 择$在 一 定 条 件 下$可 以 这 样 做 的$ 采

用 !可#(!
4,#!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

!按++执行#或 !符合++要求#(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

规定执行的写法为 !参照++#(

附!录!2
%规范性附录’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方法

2,!!采用体力劳动强度指数为分级指标

各级指数值见表’!(

表2!!劳动强度分级

劳动强度指数 级!!别

%!B 7 轻

!B4#= 8 中

劳动强度指数 级!!别

#=4#B 3 重

&#B 2 过重

2,#!指数计算方法

0M<1!=
式中!0...体力劳动强度指数,

<...@F工作日平均能量代谢率$G8OV5-CE:1C#(
按表’!分级标准$@F工作日内平均散热量 %能量消耗’为&

7级&!!=G8OV-F1\;T
8级&!?=G8OV-F1\;T
3级&##=G8OV-F1\;T
2级&$==G8OV-F1\;T
2,$!能量代谢率测定方法

2,$,!!工时记录表

每天选择受测工种工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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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或间断’测定$天$取$天的平均值(如遇

生产不正常或发生事故时$不作为正式记录 %工时记录见表’#’(

5 注&!G8OV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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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工时记录

动 作 名 称 开始时间-%F1CE:’ 占用时间-CE: 备!!注

2,$,#!平均能量代谢率 %< 值’
根据表’#将 各 种 操 作 归 类 %近 似 的 活 动 归 为 一 类’$休 息 为 一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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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分

别测定各项活动和休息时的能量代谢率$再乘以相应的工作日累计占用时

间$最后计算工作日总能量消耗值(

表2$!能量消耗统计表

劳 动 项 目

平均能量代谢率

-%G8OV-CE:1C#’
工作日占用工时

-CE:

能量消耗值

-%G8OV-C#’

= > =Q>

走路 !"=== %= %=

搬运 $"%== !== $%=

清砂 #"=== A= !#=

装车 #"B== %= !==

卸车 #"=== >= !@=

杂活 !"#== $= $A

休息 =">== !#= !=@

合计 . %@= >#%

2,$,$!为某工种劳动强度指数计算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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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OV-CE:1C#’M>#%-%@=M!">#B
代入公式 0M<Q!=

0M!">#BQ!=M!>"#B %8级’
按表’!分级$劳动强度为7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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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E:后$给

受试者戴上肺通气量计的采气口罩 %务必要严紧$保证不漏气’$启动开

关采集操作时呼 出 气$一 般 可 采 气#4BCE:$关 闭 采 气 开 关 记 录 肺 通 气

量$再根据计算公式计算能量代谢率(每项操作要采测B4!=个样品 %B
个样品最好在不同人 身 上 完 成$如 受 条 件 所 限 也 可 在 同 一 人 身 上 重 复 多

次’取平均值 %按表’%要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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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能量代谢测定记录表

!!工种!!!!!操作项目名称!!!!!!!!!!!!!!!年!月!日

!!姓名!!!!!性别!!!!!!年龄!!!!!身高!!!8C

!!体重!!!!!GL!!!!!!!体表面积!!!8C#

!!肺通气量!!!!!--CE:!! !标准状态气体量!!!!!--CE:

!!每平方米"每分钟肺通气量%?’!!!!!!--CE:1C#

!!能量代谢率%@;’!!!!!!!!!!!G8OV-CE:1C#

!!!代入公式!VSL@;M="=>%B?b="B$?>% %!’

VSL%!$"#Ab@;’M!"!A%@b="=!#B? %#’

!!!?&肺通气量%--CE:1C#’

!!!@;&能量代谢率%G8OV-CE:1C#’

!!!肺通气量为$"=4?"$--CE:1C# 时采用公式%!’

!!!肺通气量为@"=4$=">--CE:1C# 时采用公式%#’

!!!肺通气量为?"%4?">--CE:1C# 时采用公式%!’e%#’的平均值

!!!!体表面积%C#’M="=A!Q身高%8C’e="=!#@Q体重%GL’b="!B#>

根据例表’%计算出的@; 值$按表’B归纳$计算各单项操作 %包括

休息’平均能量代谢率 %G8OV-CE:1C#’$再将 其 纳 入 表 ’$中 参 加 进 一

步计算(

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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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平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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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常见职业接触限值

!摘自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中文名 *14_S" 英!文!名

最高容

许浓度

-%CL-C$’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CL-C$’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CL-C$’

!安妥@A)@@)% !1:<Y . ="$ =">!

!氨?AA%)%!)? !1CCS:EO . #= $=

!苯%皮’?!)%$)# !’;:c;:;%9GE:’ . A !=

!苯胺%皮’A#)B$)$ !1:EVE:;%9GE:’ . $ ?"B!

!苯乙烯%皮’!==)%#)B !4<g;:;%9GE:’ . B= !==

!吡啶!!=)@A)! !NgTEZE:; . % !=!

!丙酸?>)=>)% !NTS\ES:E8O8EZ . $= A=!

!丙烯醇%皮’!=?)!@)A !1VVgVOV8SFSV%9GE:’ . # $

!丙烯腈%皮’!=?)!$)! !18TgVS:E<TEV;%9GE:’ . ! #

!丙烯醛!=?)=#)@ !18TSV;E: ="$ . .

!丙烯酰胺%皮’?>)=A)! !18TgVOCEZ;%9GE:’ . ="$ =">!

!草酸!%%)A#)? !]XOVE8O8EZ . ! #

!臭氧!==#@)!B)A !]cS:; ="$ . .

!滴滴涕%,,(’B=)#>)$
! ,E8FVSTSZE\F;:gV<TE8FVS)
TS;<FO:;%,,(’

. ="# ="A!

!敌百虫B#)A@)A !(TE8FVSTWS: . ="B !

!碘?BB$)BA)# !dSZE:; ! . .

!对硫磷%皮’BA)$@)# !NOTO<FES:%9GE:’ . ="=B ="!

!二 甲 苯 %全 部 异 构 体 ’

!$$=)#=)?,>B)%?)A
! ĝV;:;%OVVE9SC;T9’ . B= !==

!二硫化碳%皮’?B)!B)= !*OTUS:ZE9YVWEZ;%9GE:’ . B !=

!二氯甲烷?B)=>)# !,E8FVSTSC;<FO:; . #== $==!

!二硝基甲苯%皮’

#B$#!)!%)A
!,E:E<TS<SVY;:;%9GE:’ . ="# ="A!

!二氧化氮!=!=#)%%)= !_E<TSL;:ZESXEZ; . B !=

!二氧化硫?%%A)=>)B !4YVWYTZESXEZ; . B !=

!二氧化氯!==%>)=%)% !*FVSTE:;ZESXEZ; . ="$ ="@

!二氧化碳!#%)$@)> !*OTUS:ZESXE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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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14_S" 英!文!名

最高容

许浓度

-%CL-C$’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CL-C$’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CL-C$’

!钒及 其 化 合 物%按 I 计’

?%%=)A#)A五氧 化 二 钒 烟 尘

钒铁合金尘

!IO:OZEYCO:Z8SC\SY:Z9$

O9I IO:OZEYC \;:<SXEZ;
WYC;$ZY9<.;TTS[O:OZEYC
OVVSgZY9<

. ="=B$! ="!B!$#"B!

!呋喃!!=)==)> !.YTO: . ="B !"B!

!氟化氢%按.计’

?AA%)$>)$
!0gZTSL;:WVYSTEZ;$O9. # . .

!氟化物%不含氟化氢’%按

.计’
!.VYSTEZ;9%;X8;\<0.’$

O9.
. # B!

!锆及其化合物%按 /T计’

?%%=)A?)?
!/ET8S:EYCO:Z8SC\SY:Z9$

O9/T
. B !=

!镉及其化合物%按 *Z计’

?%%=)%$)>
!*OZCEYCO:Z8SC\SY:Z9$

O9*Z
. ="=! ="=#

!汞%?%$>)>?)A’金属汞%蒸

气’有机 汞 化 合 物%皮’%按

0L计’

!3;T8YTgPV;C;:<C;T8Y)
Tg%[O\ST’3;T8YTg8SC)

\SY:Z9%9GE:’O90L

. ="=#$="=! ="=%$="=$

!钴及其氧化物%按 *S计’

?%%=)%@)%
!*SUOV<O:ZSXEZ;9$O9*S . ="=B ="!

!光气?B)%%)B !NFS9L;:; ="B . .

!过氧化氢??##)@%)! !0gZTSL;:\;TSXEZ; . !"B $"?B!

!环氧乙烷?B)#!)@ !P<FgV;:;SXEZ; . # B!

!黄磷??#$)!%)= !5;VVS7\FS9\FSTY9 . ="=B ="!

!己二醇!=?)%!)B !0;XgV;:;LVg8SV !== . .

!己内酰胺!=B)A=)# !*O\TSVO8<OC . B !#"B!

!甲醇%皮’A?)BA)! !3;<FO:SV%9GE:’ . #B B=

!甲拌磷%皮’#>@)=#)# !(FEC;<%9GE:’ ="=! . .

!甲苯%皮’!=@)@@)$ !(SVY;:;%9GE:’ . B= !==

!甲酚%皮’!$!>)??)$ !*T;9SV%9GE:’ . != #B!

!甲醛B=)==)= !.STCOVZ;FgZ; ="B . .

!甲酸A%)!@)A !.STCE8O8EZ . != #=

!焦炉逸散物%按苯溶物计’ !*SG;S[;:;CE99ES:9$O9
U;:c;:;9SVYU;CO<<;T

. ="! ="$!

!肼%皮’$=#)=!)# !0gZTOcE:;%9GE:’ . ="=A ="!$

!考的松B$)=A)B !*ST<E9S:;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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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14_S" 英!文!名

最高容

许浓度

-%CL-C$’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CL-C$’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CL-C$’

!氢氧化钠!$!=)?$)#氢氧

化钾!$!=)B@)$
!4SZEYCFgZTSXEZ;NS<O9)
9EYCFgZTSXEZ;

## . .

!苦味酸@@)@>)! !NE8TE8O8EZ . ="! ="$!

!乐果%皮’A=)B!)B !RSLST%9GE:’ . ! #"B!

!磷化氢?@=$)B!)# !NFS9\FE:; ="$ . .

!磷酸?AA%)$@)# !NFS9\FSTE8O8EZ . ! $

!硫化氢??@$)=A)% !0gZTSL;:9YVWEZ; != . .

!硫酸钡%按’O计’

??#?)=A)=
!’OTEYC9YVWO<;$O9’O . != #B!

!六六六A=@)?$)! !0;XO8FVSTS8g8VSF;XO:; . ="$ ="B

!氯??@#)B=)B !*FVSTE:; ! . .

!氯丁二烯%皮’!#A)>>)@ !*FVSTS\T;:;%9GE:’ . % !=!

!氯化苦?A)=A)# !*FVSTS\E8TE: ! . .

!氯化氢及盐酸?A%?)=!)=
!0gZTSL;:8FVSTEZ;8FVS)
TFgZTE8O8EZ

?"B . .

!氯化氰B=A)??)% !*gO:SL;:8FVSTEZ; ="?B . .

!氯甲烷?%)@?)$ !3;<FgV8FVSTEZ; . A= !#=

!氯 联 苯 %B%K 氯 ’%皮 ’

!!=>?)A>)!
!*FVSTSZE\F;:gV%B%K*V’
%9GE:’

. ="B !"B!

!氯乙醇%皮’!=?)=?)$
! P<FgV;:; 8FVSTSFgZTE:
%9GE:’

# . .

!氯乙醛!=?)#=)= !*FVSTSO8;<OVZ;FgZ; $ . .

!氯乙烯?B)=!)% !IE:gV8FVSTEZ; . != #B!

!马拉硫磷%皮’!#!)?B)B !3OVO<FES:%9GE:’ . #

!煤焦油沥青挥发 物%按 苯

溶物计’AB>>A)>$)#
!*SOV<OT\E<8F[SVO<EV;9$

O9’;:c;:;9SVYUV;CO<<;T9
. ="#

!锰 及 其 无 机 化 合 物 %按

3:]# 计’?%$>)>A)B
!3O:LO:;9;O:ZE:STLO:E8
8SC\SY:Z9$O93:]#

. ="!B

!萘>!)#=)$ !_O\F<FOV;:; . B= ?B

!尿素B?)!$)A !aT;O . B !=

!铍及其化合物%按 ’;计’

?%%=)%!)?
!’;TgVVEYCO:Z8SC\SY:Z9$

O9’;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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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14_S" 英!文!名

最高容

许浓度

-%CL-C$’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CL-C$’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CL-C$’

!铅及 无 机 化 合 物 %按 NU
计’?%$>)>#)!

!-;OZO:Z*SC\SY:Z9$O9
NU

!铅尘 !-;OZZY9< . ="=B ="!B!

!铅烟 !-;OZWYC; . ="=$ ="=>!

!氰 化 氢%按 *_ 计’%皮’

?%)>=)@
! 0gZTSL;: 8gO:EZ;$O9
*_%9GE:’

! . .

!氰 化 物%按 *_ 计’%皮’

%A=)!>)B
!*gO:EZ;9$O9*_%9GE:’ ! . .

!三氯甲烷A?)AA)$ !(TE8FVSTSC;<FO:; . #= %=!

!三硝基甲苯%皮’!!@)>A)? !(TE:E<TS<SVY;:;%9GE:’ . ="# ="B

!三 氧 化 铬"铬 酸 盐"重 铬

酸盐%按*T计’?%%=)%?)$)!
!*FTSCEYC<TESXEZ;"FTS)
CO<;"E8FTSCO<;$O9*T

. ="=B ="!B!

!砷化氢%胂’??@%)%#)! 1T9E:; ="=$ . .

!砷 及 其 无 机 化 合 物 %按

19计’?%%=)$@)#
!1T9;:E8O:Z8SC\SY:Z9$

O919E:SLO:E8
. ="=! ="=#

!升汞%氯化汞’?%@?)>%)? !3;T8YTE88FVSTEZ; . ="=#B ="=?B!

!石 油 沥 青 烟 %按 苯 溶 物

计’@=B#)%#)%
!19\FOV<%\;<TSV;YC’WYC;$

O9U;:c;:;9SVYUV;CO<<;T
. B !#"B!

!四氯化碳%皮’BA)#$)B !*OTUS:<;<TO8FVSTEZ;%9GE:’ . !B #B

!四氯乙烯!#?)!@)% !(;<TO8FVSTS;<FgV;:; . #== $==!

!四乙基铅%按NU计’%皮’

?@)==)#
! (;<TO;<FgVV;OZ$O9 NU
%9GE:’

. ="=#

!松节油@==A)A%)# !(YT\;:<E:; I $==

!铊及其可溶性化 合 物%按

(V计’%皮’?%%=)#@)=
!(FOVEYCO:Z8SC\SY:Z9$

O9(V%9GE:’
. ="=B

!钽及其氧化物%按 (O计’

?%%=)#B)?
!(O:<OVYCO:ZSXEZ;$O9
(O

. B

!锑及其化合物%按4U计’

?%%=)$A)=
! 1:<ECS:g O:Z 8SC\SY)
:Z9$O94U

. ="B

! 铜 %按 *Y 计’?%%=)B=)@
铜尘铜烟

! *S\\;T$O9 *Y *S\\;T
ZY9<*S\\;TWYC;

. !="# #"B!$="A!

!钨及其不溶性化 合 物%按

6 计’?%%=)$$)?
!(Y:L9<;:O:ZE:9SVYUV;
8SC\SY:Z9$O96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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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14_S" 英!文!名

最高容

许浓度

-%CL-C$’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CL-C$’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CL-C$’

!硒及其化 合 物%按4;计’
%除 六 氟 化 硒"硒 化 氢 外’

??@#)%>)#

!4;V;:EYCO:Z8SC\SY:Z9$

O94;%;X8;\<F;XOWVYSTEZ;$

FgZTSL;:9;V;:EZ;’
. ="! ="$!

!纤维素>==%)$%)A !*;VVYVS9; . != #B!

!硝化甘油%皮’BB)A$)= !_E<TSLVg8;TE:;%9GE:’ ! . .

!溴??#A)>B)A !’TSCE:; . ="A #

!氧化钙!$=B)?@)@ !*OV8EYCSXEZ; . # B!

!氧化镁烟!$=>)%@)% !3OL:;9EYCSXEZ;WYC; . != #B!

!氧化锌!$!%)!$)# !/E:8SXEZ; . $ B

!液化石油气A@%?A)@B)?
!-EiY;WE;Z\;<TSV;YCLO9
%-kN"&"’

. !=== !B==

!一甲胺%甲胺’?%)@>)B !3S:SC;<FgVOCE:; . B !=

!一氧化氮!=!=#)%$)>
!_E<TE8SXEZ;%_E<TSL;:CS)
:SSXEZ;’

. !B $=!

!一氧化碳A$=)=@)=

!非高原

!高原

!海拔#===4$===C

!海拔&$===C

!*OTUS:CS:SXEZ;

!:S<E:FELFOV<E<YZ;OT;O

!E:FELFOV<E<YZ;OT;O

!#===4$===C

!&$===C

.

#=

!B

#=
.

.

$=
.

.

!乙醛?B)=?)= !18;<OVZ;FgZ; %B . .

!乙烯酮%A$)B!)% !h;<;:; . ="@ #"B

!乙 酰 水 杨 酸%阿 司 匹 林’

B=)?@)#
!18;<gV9OVE8gVE8O8EZ%O9\E)
TE:’

. B !#"B!

!钇及其 化 合 物%按 5 计’

?%%=)AB)B
!5<<TEYCO:Z8SC\SY:)Z9$

O95
. ! #"B!

!铟及其 化 合 物%按d:计’

?%%=)?%)A
!d:ZEYCO:Z8SC\SY:Z9$

O9d:
. ="! ="$

!茚>B)!$)A !d:Z;:; . B= !==!

!酚%皮’!=@)>B)# !NF;:SV%9GE:’ . != #B!

! 按超限系数推算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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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 )安全生产条件丛书*的一个分册(
本书紧紧围绕 )安全生产法*和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条 例*$主 要

从 !硬件#方面详细介绍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内容包括&安

全生产条件概述"厂址选择与总平面布置"工业建筑防火防爆"机械

设备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电气安全"劳动防护用品"职业卫生以及

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识(
本书内容全面"简明扼要$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

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学习"培训

安全生产知识的教材$也可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各级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人员开展安全检查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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