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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深圳市坪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南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先青、周伟、王雪毓、丘海丽、钟小欢、田亚锋、于碧鲲、林艳发、赖洪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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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的人员和资质、工作程序、前期准备、实施监测、

报告编制以及资料归档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工作。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因素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督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 160（所有部分）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GBZ/T 189.1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超高频辐射

GBZ/T 189.2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高频电磁场

GBZ/T 189.3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1 Hz～100 KHz 电场和磁场

GBZ/T 189.4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激光辐射

GBZ/T 189.5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微波辐射

GBZ/T 189.6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紫外辐射

GBZ/T 189.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高温

GBZ/T 189.8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噪声

GBZ/T 189.9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手传振动

GBZ 192（所有部分）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GBZ/T 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GBZ/T 300（所有部分）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Z/T 22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督监测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监测辖

区内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行为。

3.2

监测机构 monitoring organization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指定或委托的承担监督监测工作的检验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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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人单位 employer

具有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运用劳动力组织生产劳动，且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的

单位。

注：通常包括工作场所中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

会团体。

3.4

监测岗位 monitoring post

用人单位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岗位。

3.5

工作方式 operation mode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

注：通常包括固定地点工作和非固定地点工作（如巡检工作或在较大范围内的移动工作）。

3.6

工作时间 working hours

劳动者每日或每周实际工作时间。

注：通常包括劳动者工作班制时间和加班时间。

4 人员和资质

4.1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与测量、实验室检测人员应经职业卫生培训，并考核合格。

4.2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与测量应由2名及以上人员实施，并在现场调查、现场采样与测量记录单签名。

4.3 监测机构应具有相应资质和检测能力，包括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NAS实验室认可或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资质。

5 工作程序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监测工作分为准备、实施及报告编制三个阶段，具体为：

a) 准备阶段：成立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和确定监测对象；

b) 实施阶段：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制定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包括现场采样与测量、实验室检测。

c) 报告编制阶段：编制检测报告与监测报告、资料归档。

6 前期准备

6.1 成立工作组

监测机构应成立工作组，确定工作职责。项目负责人统筹监测工作的整体实施，并编制工作方案。

项目组成员根据工作方案实施具体的监测工作，包括现场调查、现场采样与测量和实验室检测等。

6.2 制定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应至少包括监测目标、监测范围、监测对象和数量、监测内容和方法、项目组织及运行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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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确定监测对象

根据工作方案的要求，确定监测用人单位名单、监测岗位及监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7 实施监测

7.1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7.1.1 调查要素

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原辅料及产品情况、设备设施及布局情况、生产工艺情况、岗位定员

及工作班制设置情况、岗位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和运行情况、个体防护用品配置

和使用情况。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表见附录 A。

7.1.2 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工作场所地址、投产时间、行业类别、

经济类型、用人单位规模、在册职工人数、劳务派遣人员数量、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职

业卫生管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7.1.3 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7.1.3.1 调查内容包括原辅料名称、年用量、物理状态、主要成分、使用的工作场所和使用岗位等；

中间产物和副产物名称、年产量、物理状态、生产的工作场所及岗位等；产品名称、年产量、物理状态

和包装方式等。

7.1.3.2 对于性质不明的粉尘或成分不明的有机化学品，应进行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或有机

化学品中挥发性有机组分定性分析。

7.1.4 设备设施及布局情况

7.1.4.1 调查内容包括可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名称、数量（总数量和运行数量）、型号及规格（如有）、

使用的工作场所及岗位等。

7.1.4.2 收集或绘制用人单位的总平面布置图和工作场所的设备布局图。

7.1.5 生产工艺情况

收集或绘制用人单位的生产工艺情况，包括从原材料投入到成品产出的工艺全过程。

7.1.6 岗位定员及工作班制设置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工作场所各岗位劳动定员（总数、每班人数、最大班人数）、工作班制、工作时间（h/d、

d/w）和工作方式等。

7.1.7 岗位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工作场所各岗位选择 1～2 名劳动者，详细询问并记录其在工作班期间每个工作地点

和从事每项工作内容时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时间，确定劳动者接触水平可能波动的时机和接触

频度等。

7.1.8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和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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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工作场所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类型、名称、技术参数、数量（总数量和运行数量）、

设置岗位及地点等。

7.1.9 个体防护用品配置和使用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配置的个体防护用品类别、名称、技术参数、配备岗位、佩戴情况和更换周期等。

7.2 制定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

7.2.1 总体要求

7.2.1.1 监测机构应依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现场调查结果，制定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内容至少包括：

a) 用人单位名称；

b) 检测任务编号；

c) 编制日期；

d) 监测工作场所及岗位；

e) 工作方式；

f) 采样与测量对象（或地点、时机）；

g) 监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检测项目）；

h) 职业接触限值类型；

i) 采样与测量方式；

j) 采样时间类型；

k) 样品数量；

l) 检测方法；

m) 采样与测量仪器类型；

n) 采样流量；

o) 空气收集器；

p) 样品保存条件和期限。

7.2.1.2 用人单位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表见附录 B。

7.2.2 监测岗位的选取原则

按照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依次选取监测岗位，选取原则为：

a) 首先选择近 3 年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中出现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的疑似职业病或确诊

职业病病例的岗位；

b) 其次选择用人单位中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严重的岗位。如监测岗位有多名劳动者和多个工

作地点时，应将可能接触水平最高的劳动者和工作地点纳入监测范围；

c) 最后选择用人单位存在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的其他岗位。

7.2.3 监测岗位和地点要求

7.2.3.1 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和化学毒物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监测点在监测岗位所在或流经的工作地点选取，并包含该岗位劳动者的主要工作地点或可能接

触浓度最高的工作地点；

——监测岗位数量不少于 4个，每个岗位至少选取 1 个工作地点作为监测点；

——监测岗位数量少于 4 个时，监测全部岗位；

——用人单位同时存在两种及以上类型的粉尘和化学毒物，分别监测不少于 4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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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监测点在监测岗位所在或流经的工作地点选取，选择 80 dB(A)以上的工作地点进行监测；

——监测岗位数量不少于 4 个，每个岗位至少选取 1 个工作地点作为监测点；

——监测岗位数量少于 4 个时，监测全部岗位。

7.2.3.3 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超高频辐射、高频电磁场、1 Hz～100 KHz 电场和磁场、激光辐射、

微波辐射、紫外辐射、高温和手传振动时，按照其岗位分布情况，应监测全部岗位。

7.2.4 采样与测量的技术要求

7.2.4.1 监测粉尘和化学毒物的岗位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除因空气收集器为液体吸收管和采气袋等无法进行长时间采样外，选用个体或定点长时间采样；

——劳动者固定地点工作，采用定点或个体采样方式，采样时长不低于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的 25 %；

——劳动者非固定地点工作，采用个体采样方式，采样时长不低于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的 50 %；

——采样时段覆盖工作班接触粉尘和化学毒物的全部工作内容。

7.2.4.2 监测粉尘和化学毒物的工作地点短时间接触浓度（CSTE）、峰接触浓度（CPE）时，应符合以下

要求：

——采用定点采样方式，采样时间为 15 min；

——每个监测点的采样时段不少于 2 个，采样间隔不小于 1 h，且包括劳动者可能接触浓度最高的

时段。

7.2.4.3 监测化学毒物的最高容许浓度（CME）时，采用定点采样方式，且在劳动者可能接触浓度最高

的时段或工作地点进行采样，采样时间不超过 15 min。

7.2.4.4 监测噪声岗位的强度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劳动者在固定地点接触稳态噪声时，在工作地点测量 3 次瞬时噪声或等效声级（LAeq）；

——劳动者在固定地点接触非稳态有规律噪声时，采用个体测量方式，测量时长不低于劳动者每日

工作时间的 25 %；

——劳动者非固定地点工作或工作班接触无规律噪声时，采用个体测量方式，测量时长不低于劳动

者每日工作时间的 50 %；

——测量时段覆盖工作班接触噪声的全部工作内容。

7.2.4.5 监测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稳态噪声，读取 3 个瞬时噪声值作为测量结果；

——非稳态噪声，测量时间不少于 3 个作业周期，读取 LAeq作为测量结果。

7.2.4.6 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为超高频辐射、高频电磁场、1 Hz～100 KHz 电场和磁场、激光辐射、

微波辐射、紫外辐射、高温和手传振动时，应分别按照 GBZ/T 189.1、GBZ/T 189.2、GBZ/T 189.3、GBZ/T

189.4、GBZ/T 189.5、GBZ/T 189.6、GBZ/T 189.7 和 GBZ/T 189.9 规定的测量方式、时长、时机和时

段要求进行监测。

7.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7.3.1 采样与测量前准备

7.3.1.1 监测机构应对现场采样所需的空气收集器和试剂进行验收确认，空气收集器中待测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本底值应低于所选用检测方法的定量下限，平均解吸（或洗脱、消解）效率原则上不低于 90 %。

7.3.1.2 监测机构应准备符合要求的采样与测量仪器，核查其性能（流量/量程范围、防爆性能等）、

电池电量，采样与测量仪器应检定或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7.3.1.3 监测机构应做好采样与测量仪器的领用工作，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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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 监测机构应选用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对采样器流量进行采样前校准，采样器流量示值误差应在

±5 %以内；物理因素的测量仪器应根据 GBZ/T 189.1、GBZ/T 189.2、GBZ/T 189.3、GBZ/T 189.4、GBZ/T

189.5、GBZ/T 189.6、GBZ/T 189.7、GBZ/T 189.8 和 GBZ/T 189.9 的要求在测量前进行校准。

7.3.1.5 现场采样与测量人员应配备适宜的个体防护用品。

7.3.2 现场采样与测量

7.3.2.1 现场采样与测量应在监测岗位和工作地点正常生产和排除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7.3.2.2 粉尘和化学毒物应根据 GBZ 159、GBZ/T 160（所有部分）、GBZ/T 192（所有部分）和 GBZ/T 300

（所有部分）的要求进行采样，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化学毒物的采样流量按照 GBZ/T 160（所有部分）、GBZ/T 300（所有部分）的要求确定；

b) 总粉尘的采样流量按照 GBZ/T 192.1 的要求确定；呼吸性粉尘的采样流量按照 GBZ/T 192.2

的要求确定，其中对劳动者进行个体采样时，依据旋风式预分离器要求的流量进行采样，常用

采样流量为 2 L/min，对工作地点进行定点采样时，依据冲击式预分离器要求的流量进行采样，

常用采样流量为 20 L/min；

c) 粉尘样品采集时，采集原料粉末或沉降尘，如煤尘和水泥粉尘可直接采集粉末，矽尘优先采集

工作场所空气中沉降尘；

d) 长时间采样时，采样前后流量偏差在±5 %以内时，可用采样前设定的流量计算采样体积；当

偏差超出±5 %但不超过±10 %时，可用采样前后流量的平均值计算采样体积；当偏差超出

±10 %时，更换采样器重新进行样品采集；

e) 采样时进行气密性检查，确保连接管路不漏气，采样时经常性观察仪器运行状态，确保仪器正

常运行，采样结束后立即密封样品，不应在采样点处理样品，防止样品污染；

f) 采集的样品具有唯一性标识；

g) 化学毒物采样时采集空白对照样品，同一检测项目同一批次样品至少采集 2个空白对照样品，

空白对照样品与采集样品为同一批次的空气收集器。当同一空气收集器同时采集多种有害因素

时，样品的保存条件和期限按照最严格的有害因素执行。

7.3.2.3 粉尘和化学毒物的现场采样信息应实时记录，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用人单位名称、工作场所地址、检测任务编号、采样依据、空气收集器、流量计（名称、型号）

及编号、采样日期；

b) 监测工作场所及岗位、采样对象（或地点、时机）、检测项目；

c) 样品编号、采样器（名称、型号）及编号、采样起止时间、采样流量、样品浓度代表接触时间；

d) 采样时监测岗位的生产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个体防护用品佩戴情况；

e) 采样时的环境气象条件参数（温度、气压）；

f) 采样人员、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签名。

7.3.2.4 物理因素应根据 GBZ/T 189.1、GBZ/T 189.2、GBZ/T 189.3、GBZ/T 189.4、GBZ/T 189.5、

GBZ/T 189.6、GBZ/T 189.7、GBZ/T 189.8 和 GBZ/T 189.9 的要求进行测量。噪声测量后应以测量模式

对标准声源进行测量，如偏差大于 0.5 dB，本次测量结果应舍弃，并更换噪声测量仪器重新进行测量。

7.3.2.5 物理因素的现场测量信息应实时记录，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用人单位名称、工作场所地址、检测任务编号、测量依据、校准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测量日期；

b) 监测工作场所及岗位、测量对象（或地点、时机）、检测项目；

c) 测量编号、测量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测量仪器校准情况、测量时间、接触时间、测量

结果；

d) 测量时监测岗位的生产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个体防护用品佩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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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测量时的环境气象条件参数（温度、相对湿度）；

f) 测量人员、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签名。

7.3.2.6 样品运输、接收、流转和保存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样品运输过程中保证样品性质稳定，避免污染、损失和丢失。对于不稳定的样品，采取必要的

保存措施；

b) 空白对照样品独立包装，与采集样品一并放置、运输和保存；

c) 样品交接记录至少包括用人单位名称、检测任务编号、样品编号、检测项目、样品数量、空气

收集器、样品保存条件和期限、样品状态、采样日期、交接日期、交接人员。

7.3.3 实验室检测

7.3.3.1 化学毒物应根据GBZ/T 160（所有部分）和GBZ/T 300（所有部分）的要求进行实验室检测，

并符合以下要求：

a) 按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批准的检测方法，在样品保存有效期内进行检测；

b) 检测仪器性能满足检测方法的要求，检定或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c) 实验室环境条件满足仪器使用和检测方法要求。对环境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天平室、理化分析室、

热解吸室等，按要求对环境条件进行控制并实时记录；

d) 标准物质、化学试剂、耗材和试验用水等满足检测方法的要求。标准溶液优先采用国家认可的

标准物质进行配制，低浓度的标准溶液宜当日配制和使用；

e) 按照检测方法的要求配制相应的标准贮备液和校准曲线标准系列。校准曲线标准系列在每次使

用时现用现配，除试剂空白外，标准系列配制不少于 5个浓度点。标准系列浓度最低点的含量

应在待测有害因素定量下限附近，浓度最高点的含量不得超过检测方法定量测定范围的上限值；

f) 采集样品分析前先测定质控样品和空白对照样品，空白对照样品的测定含量一般小于待测有害

因素的定量下限，购买的质控样品检测结果在给定参考值或允许的不确定度范围内，自行加标

回收质控样品的加标回收率在 90 %~110 %之间；

g) 样品测定含量在当批次配制的标准系列浓度范围内，若超过当批次配制的标准系列浓度范围时，

将样品浓度稀释至当批次标准系列浓度范围内再测定，计算时乘以稀释倍数；

h) 检测结果计算时，使用监测机构实验室给出的解吸（或洗脱）效率，不应直接引用检测方法给

出的解吸（或洗脱）效率。

7.3.3.2 粉尘应根据 GBZ/T 192（所有部分）的要求进行实验室检测，并符合以下要求：

a) 称量前将采样后的滤膜置于干燥器内 2 h 以上，采样前后滤膜的称量使用同一台天平。实验室

采用十万分一天平（感量为 0.01 mg）进行称量；

b)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时，若粉尘粒径较大，需用玛瑙研钵研磨至手捻有滑感为止。

7.3.3.3 粉尘和化学毒物的实验室检测记录应全面、清晰、完整，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用人单位名称、检测任务编号、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实验室环境条件、检测仪器（名称、型

号）及编号、仪器设备测定条件参数、解析（或洗脱）效率、结果计算公式、样品处理方法、

方法定量下限或最低定量浓度、收样日期、检测日期、检测人员、复核人员；

b) 标准贮备液配制情况、校准曲线配制情况、校准曲线测定情况；

c) 质量控制情况（质控样品来源或加标样品的配制过程、质控样品或加标样品的测定结果和判定）；

d) 样品编号、样品（含空白对照样品）检测结果。

7.3.4 结果处理与数据修约

7.3.4.1 粉尘和化学毒物的岗位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的结果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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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每日接触时间（Td）≤1 h 时，基于作业的实际情况、粉尘和化学毒物的特性，依据 PC-STEL

或 PE 进行评价；

b) 当 1 h＜Td≤8 h 且每周接触时间（Tw）≤40 h 时，计算 8 h 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依据

PC-TWA 进行评价；

c) 当Td＞8 h或Tw＞40 h时，基于接触时间的延长和恢复时间的减少调整PC-TWA值。具有刺激性和

臭味的物质，以及单纯窒息性、安全或健康风险极低、生物半衰期少于4   h或技术上实施困难

的物质不宜进行调整；

d) 当 Td＞8 h 且每周工作天数≤5 d 时，按日接触调整，基于工作日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d），

依据调整后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a）进行评价；

e) 当每周工作天数＞5 d，且Tw＞40 h时，按周接触调整，基于工作周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CTWA,w），

依据调整后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a）进行评价。

注：PC-STEL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PE为峰接触浓度，PC-TWA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7.3.4.2 粉尘和化学毒物检测结果的数据修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于职业接触限值≥1 mg/m
3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当检测结果≥1 mg/m

3
时，检测结果的小数点

后位数比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多 1位；当检测结果<1 mg/m
3
时，检测结果的小数点后位数与监

测机构报告的最低定量浓度的小数点后位数保持一致；

b) 对于职业接触限值<1 mg/m
3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当检测结果≥1 mg/m

3
时，检测结果保留 1 位

小数；当检测结果<1 mg/m
3
时，检测结果的小数点后位数比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多 1 位或与监

测机构报告的最低定量浓度的小数点后位数保持一致。

注：职业接触限值为未调整的限值。

7.3.4.3 接触物理因素岗位的劳动者暴露强度，应根据 GBZ/T 189.1、GBZ/T 189.2、GBZ/T 189.3、

GBZ/T 189.4、GBZ/T 189.5、GBZ/T 189.6、GBZ/T 189.7 和 GBZ/T 189.9 的要求进行结果处理。

7.3.4.4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的数据修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职业接触限值为整数的，检测结果保留 1位小数；

b) 职业接触限值为非整数的，检测结果的小数点后位数比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多 1 位。

8 报告编制

8.1 检测报告

8.1.1 监测机构应在完成监测工作后 10 个工作日之内编制检测报告，并及时向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检测结果。

8.1.2 检测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用人单位名称、检测类别、检测任务编号、报告唯一性标识、完整性标识；

b) 检测项目、采样与测量依据、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采样与测量日期、

实验室检测日期、样品状态、最低定量浓度（注明采样体积）；

c) 样品编号、采样与测量时段（开始至结束时间）、监测工作场所及岗位、采样与测量对象（或

地点、时机）、检测结果。

8.1.3 检测报告应有编写人、审核人和签发人签名，其中编写人应是参与现场调查、现场采样与测量

的专业技术人员。

8.1.4 检测报告应盖监测机构公章或检测专用章，并加盖骑缝章。

8.2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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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监测机构应对获取的资料和检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编制监测报告。

8.2.2 监测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要素：

a) 用人单位名称；

b) 检测类别；

c) 检测任务编号；

d) 报告唯一性标识；

e) 完整性标识；

f) 资质影印件；

g) 声明及签名；

h) 目录；

i) 正文。

8.2.3 监测报告正文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测依据：给出现场采样与测量、实验室检测和结果判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b) 检测类别及范围：包括检测任务来源、检测类别和检测范围；

c) 用人单位概况：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岗位定员及工作班制设置、主要生产工艺、原辅料及

产品、设备设施及布局；

d)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情况：包括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接触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设

置和运行情况、个体防护用品配置和使用情况；

e) 现场采样与测量情况：包括监测工作场所、岗位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设置情况、监测工作场所

及岗位的生产运行情况和环境气象条件参数；

f) 检测结果及评价：列出监测岗位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明确监测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浓度或强度是否符合卫生要求，见附录 C。若存在超标岗位，列出超标岗位及其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析超标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

g) 结论和建议汇总：分析监测用人单位在职业病危害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

治提出整改措施和持续改进建议。

9 资料归档

监督检测工作结束后，应将检测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归档保存，检测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工作方案；

b)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表；

c) 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

d) 现场采样与测量记录表；

e) 实验室检测记录及原始谱图；

f) 检测结果数据换算记录表；

g) 检测报告；

h)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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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表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表，见表 A.1～表 A.8。

表 A.1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调查表

用人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工作场所地址

投产时间 行业类别

经济类型 用人单位规模

在册职工人数 劳务派遣人员数量

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责人）

职业卫生管理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表 A.2 原辅料调查表

原辅料

名称

年

用量

物理

状态
主要成分

使用的工作场所

（车间、装置、生产线）

使用

岗位

表 A.3 产品调查表

中间产物名称 年产量 物理状态 生产岗位

副产物名称 年产量 物理状态 生产岗位

产品名称 年产量 物理状态 包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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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设备设施及布局调查表

工作场所

（车间、装置、生产线）

设备

名称

数量（台/套） 型号

及规格

使用

岗位
备注

总数 运行

表 A.5 岗位定员及工作班制设置调查表

工作场所

（车间、装置、生产线）

岗位

（工种）

劳动定员 工作班制设置
工作

方式
备注总

数

数

/班

最大班

人数

工作

班制

工作时间

（h/d，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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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岗位职业病危害接触调查表

工作场所

（车间、装置、生产线）

岗位

（工种）

劳动者

姓名

工龄

（年）

工作班

起止时间

工作地点

（或工位）
工作内容

职业病

危害因素

接触时间

（h/d，d/w）

波动

时机

接触

频度
备注

表 A.7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和运行调查表

工作场所

（车间、装置、生产线）
类型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台/套）
设置岗位

及地点
备注

总数 运行

表 A.8 个体防护用品配置和使用调查表

工作场所

（车间、装置、生产线）
类别 名称 技术参数 配备岗位 佩戴情况 更换周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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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用人单位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表

用人单位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表，见表 B.1。

表 B.1 用人单位现场采样和检测计划表

用人单位名称： 检测任务编号： 编制日期： 年 月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岗

位

工作

方式

采样与测量对象

（或地点、时机）

检测

项目

职业接触

限值类型

采样与

测量方式

采样

时间类型

样品

数量

检测

方法

采样与测量

仪器类型

采样流量

（L/min）

空气

收集器

样品保存

条件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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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汇总表

C.1 粉尘

粉尘浓度检测结果汇总表，见表 C.1 和表 C.2。

表 C.1 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采样对象

/地点、时机

游离 SiO2含量

（%）

粉尘

名称

采样

方式

样品数

（个）

样品结果

（mg/m
3
）

CTWA

（mg/m
3
）

PC-TWA/

PC-TWAa

（mg/m
3
）

结果

判定

表 C.2 粉尘短时间接触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采样对象

/地点、时机

游离 SiO2含量

（%）

粉尘

名称

采样

方式

样品数

（个）

样品结果

（mg/m
3
）

CPE

（mg/m
3
）

3*PC-TWA

（mg/m
3
）

结果

判定

C.2 化学毒物

化学毒物浓度检测结果汇总表，见表 C.3、表 C.4 和表 C.5。

表 C.3 化学毒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采样对象

/地点、时机

检测

项目

采样

方式

样品数

（个）

样品结果

（mg/m
3
）

CTWA

（mg/m
3
）

PC-TWA/

PC-TWAa

（mg/m
3
）

结果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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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化学毒物短时间接触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采样对象

/地点、时机

检测

项目

采样

方式

样品数

（个）

样品结果

（mg/m
3
）

CSTE/CPE

（mg/m
3
）

PC-STEL/

3*PC-TWA

（mg/m
3
）

结果

判定

表 C.5 化学毒物最高浓度检测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采样对象

/地点、时机

检测

项目

采样

方式

样品数

（个）

样品结果

（mg/m
3
）

CME

（mg/m
3
）

MAC

（mg/m
3
）

结果

判定

C.3 噪声

噪声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6 和表 C.7。

表 C.6 岗位噪声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对象

/地点、时机
测量项目

测量

方式
类型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dB(A)]

接触限值

[dB(A)]

结果

判定

表 C.7 工作地点噪声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类型

样品数

（个）

测量结果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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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微波辐射

微波辐射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8。

表 C.8 微波辐射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类型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μW/cm
2
）

接触限值

（μW/cm
2
）

结果

判定

C.5 超高频辐射

超高频辐射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9。

表 C.9 超高频辐射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接触时间

/类型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

接触限值

（）

结果

判定

C.6 高频电磁场

高频电磁场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10。

表 C.10 高频电磁场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频率

（f，MHz）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

接触限值

（）

结果

判定

C.7 1 Hz~100 kHz 电场

1 Hz~100 kHz 电场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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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1 1 Hz~100 kHz 电场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kV/m）

接触限值

（kV/m）

结果

判定

C.8 高温（WBGT 指数）

高温（WBGT 指数）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12。

表 C.12 高温（WBGT 指数）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体力

劳动强度

接触

时间率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

接触限值

（℃）

结果

判定

C.9 紫外辐射

紫外辐射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13。

表 C.13 紫外辐射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特征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

接触限值

（）

结果

判定

C.10 手传振动

手传振动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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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4 手传振动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对象

/地点、时机
测量项目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m/s
2
）

接触限值

（m/s
2
）

结果

判定

C.11 激光辐射

激光辐射强度测量结果汇总表，见表 C.15。

表 C.15 激光辐射强度测量结果

监测

工作场所

监测

岗位

测量地点

及时机
测量项目

照射

部位

波长

（nm）

照射时间

（s）

样品数

（个）

报告值

（）

接触限值

（）

结果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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