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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卫生概述

第一章 职业卫生概述

任何职业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劳动操作过程、在一定的生产工艺设

备条件下和一定的作业环境下进行的。追溯国内外历史，最早发现的

职业病都与采石开矿和冶炼生产有关。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环境中

使人类产生疾病的有害因素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此，职业

病的发生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 18世纪英国纺织机械的革新和蒸气机的出现引发了第一次工业

革命，工业上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以机器为主的大工业生产。但

当时劳动条件恶劣，职业病流行，经常发生意外工伤事故。19 世纪，

德国因电力的广泛应用又产生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大规模的采矿

和冶炼，开始煤化学等工业的生产，出现了工人的急性苯胺染料中毒

等问题。自 20世纪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迅速，合成生产了许

多种有机化合物，包括农药、医药、石油化工产品等，出现了多种急、

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后又兴起了以原子能、高分子

化合物和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 X射线、原子能、

高频、微波、红外线等技术，还有其他新原料、新化学物质和高科技

等被应用于生产，带来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

自 19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西方国家开始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开

展职业性病的防治，提高职业卫生水平，使传统的职业病在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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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城乡的小型企业中，在使用新技术和新化学

物质的产业中，仍然存在职业有害因素不同程度的危害。20 世纪的后

50年，以航天、材料、遗传和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空

前发展的背景下，职业卫生科学技术也进入了发展较快的时代，职业

卫生科学技术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基础毒理学、劳动

生理学、职业心理学、遗传毒理学、人机工程学、卫生工程学等新的

分支学科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职业卫生科学体系。

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使劳动者完全能够避免接触有害物质和

不必直接进入危险的环境成为可能，可以根除某些长期以来威胁工人

健康的职业危害。

第一节 职业卫生

一、职业卫生概念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职业卫生旨在促进和维持所

有职工在身体和精神幸福上的最高质量; 防止在工人中发生由其工作

环境所引起的各种有害于健康的情况; 保护工人在就业期间免遭由不

利于健康的因素所产生的各种危险; 使工人置身于一个能适应其生理

和心理特征的职业环境之中。总之，要使每一个人都能适应自己的工

作。”国际职业卫生协会和美国工业卫生协会对职业卫生学的定义是:

“对产生或存在于作业场所，并可能对作业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

因素进行预测、识别、评价和控制的科学，被称为职业卫生学，它还

研究上述危害因素对周围的社区和大气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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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卫生概述

在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 GBZ /T 224—2010)

中，对职业卫生定义为: 以促进和保障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的身心健

康和社会福利，预防和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有害因素所致的健康影响

和危险，使劳动者生理和心理与职业环境相适应为宗旨的一门学科，

即使工作与劳动者相互适应。该定义实现了与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卫生

组织定义的接轨。即通过研究劳动条件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创造适

合人体生理和心理要求的劳动条件或职业环境，使工作适于人，又使

每个人适于自己的工作。

二、职业卫生的基本任务

职业卫生的基本任务是识别、评价、控制和消除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为劳动者提供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从而保护劳动者的

身体健康，促进生产发展。

( 一) 职业病危害的识别

工作环境中的职业危害因素通常经调查进行识别，即判断作业场

所是否存在职业危害因素，这是职业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步骤。

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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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害因素。

( 二) 职业病危害的评价

职业病危害的评价即判断职业危害的程度，主要包括接触评价和

危害评价两个方面。接触评价主要是通过弄清工人目前工作中接触的

危害因素强度、接触频率以及接触时间，并与相关职业卫生标准进行

比较，以此判断职业危害程度。危害评价主要是解决对工人的健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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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如何，不久的将来影响如何，在他们人生的工作期间影响如何，

以及对后代影响如何等问题。

开展职业病危害的评价工作，需要从采样方式和技术、环境测定

( 包括仪器使用) 、气溶胶科学、分析技术、统计以及各种环境物质作

用于人类健康的类型和方式 ( 例如侵入途径、急性或蓄积作用等) 、

劳动生理学以及生物学监测等多方面入手，需要多方面不同程度的知

识和综合分析能力，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 三) 职业病危害的控制

无论是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还是对它的评价，两者本身都

不能防止职业病危害的产生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只有控制好工作环境

中的职业危害因素，才能防止职业病危害的发生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职业病危害控制是职业卫生工作的根本目的。

对职业病危害的控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程措施，通过采取工程技术的手段，消除或减少有毒有害

物质的使用，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

二是管理措施，例如，通过改变工人在接触有害因素的场所工作

的时间、工作方式等手段，降低工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程度。

三是个体防护措施，在作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暂时无法达到职

业卫生标准的情况下，通过提供适宜的个体防护用品，降低工人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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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卫生概述

第二节 职业病

一、职业病概念

当职业病危害因素作用于人体的强度与时间超过一定的限度时，

人体不能代偿其所造成的功能性或器质性病理的改变，从而出现相应

的临床症状，影响劳动能力，产生职业性相关疾病。这是广义上的医

学定义，即职业病是指由于工作环境中有害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所引起

的疾病。

职业病属于临床医学范畴。由于职业病有害因素对人体的损害，

可包括各个系统的组织器官，因此在医疗方面，广泛涉及呼吸、心血

管、消化、肾、血液、神经等科，也涉及眼、耳鼻喉、皮肤、外科等，

另外，还与影像、检验等学科关系密切。由于职业病的病因明确，可

以控制和预防，所以也属于预防医学范畴。

狭义的职业病概念: 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所称职业病，是指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

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法定

职业病的条件: ①在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而引起; ②列入国

家规定的职业病范围; 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形成劳动关系，个体劳

动者不纳入职业病管理的范围。

职业病的种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各种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越来越多，导致

职业病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我国的法定职业有 10类 13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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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病防治原则

应遵循以下三级预防原则。能采用———级预防的，不采用二级预

防和三级预防; 能采用二级预防的，不采用三级预防。

( 一) 一级预防: 又称病冈预防，采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的下艺、

技术和材料，合理利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及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减少

劳动者职业接触的机会和程度，预防和控制职业危害的发生。

( 二) 二级预防: 又称发病预防，通过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监

护，结合环境中职业性有害冈素监测，以早期发现劳动者所遭受的职

业危害。

( 三) 三级预防: 对患有职业病和遭受职业伤害的劳动者进行合

理的治疗和康复。

第三节 职业卫生常用名词术语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 GBZ /T224－2010) ，例举职业卫尘常用名词术语:

一、职业卫生

( 一) 职业卫生: 是对工作场所内产尘或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冈素

及其健康损害进行识别、评估、预测和控制的一门科学，其日的是预

防和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性有害冈素所致的健康影响和危险，使工作

适应劳动者，促进和保障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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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卫生概述

( 二) 职业病危害因素: 又称职业性有害因素，在职业活动中产

生和 ( 或) 存在的、可能对职业人群健康、安全和作业能力造成不良

影响的冈素或条件，包括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

( 三) 职业禁忌证: 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性有

害冈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

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

对劳动者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态。

( 四) 高危人群: 在职业活动中易遭受工作有关疾病、职业病和

伤害的人群和 ( 或) 接触高浓度 ( 高强度) 职业性有害冈素的职业

人群。

( 五) 接触水平: 职业活动中劳动者接触某种或多种职业性有害

冈素的浓度 ( 强度) 和接触时间。

( 六) 行动水平: 下作场所职业性有害因素达到该水平时，用人

单位应采取包括监测、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危害告知等控

制措施，一般是职业接触限值的一半。

( 七) 工作场所: 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并山用人单位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所有下作地点。

( 八) 下作地点: 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或进行生产管理而经常或

定时停留的的岗位和作业地点。

( 九) 密闭空间: 与外界相对隔离，进出口受限，自然通风不良，

足够容纳一人进入并从事非常规、非连续作业的有限空间 ［如炉、塔、

釜、罐、槽午以及管道、烟道、隧道、下水道，沟、坑、井、池、涵

洞、船舱 ( 船舶燃油舱、燃油柜、锅炉内部、主机扫气道、罐体、容

器等封闭空间和大舱) 、地下仓库、储藏室、地窖、谷仓等］，分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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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准入密闭空间和需要准入密闭空间。

二、职业性有害因素

( 一) 蒸气: 液态物质气化或闹态物质升华而现成的气态物质。

( 二) 气溶胶: 以液体或闹体为分散相，分散在气体介质中的溶

胶物质、如粉尘、雾或烟。

( 三) 粉尘: 能够较长时悬浮于空气中的闹体微粒。

( 四) 烟: 分散在空气的直径＜0． 1微米的闹体微粒。

( 五) 雾: 分散在空气中的液体微滴，多山蒸气冷却或液体喷散

形成。

( 六) 生产性扮尘: 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粉尘。按粉尘的性质分

为: 无机粉尘 ( 含矿物性粉尘、金属性粉尘、人丁合成的无机粉尘) :

有机粉尘 ( 含动物性粉尘、植物性粉尘、人) ; 混合性粉尘 ( 混合存

在的仟类粉尘) 。

( 七) 生产性毒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于空气中的各种毒物。

( 八) 尘产性噪声: 在尘产过程中产尘的噪声。按噪声的时间分

布分为连续声和间断声: 声级波动＜3dB的噪声为稳态噪声，声级波动

≥3dB的噪声为非稳态噪声; 持续时间≥0． 5 秒，间隔时间≥1 秒，

声爪有效值变化～40dB ( A) 的噪声为脉冲噪声。

( 九) 噪声作业: 存在有损听力、有害健康或有其他危害的声音，

且 8h /d或 40h /w噪声暴露等效声级≥80dB ( A) 的作业。

( 十) 手传振动: 又称了臂振动或局部振动，指生产中使用振动

工具或接触受振动工件时，直接作用或传递到人手臂的机械振动或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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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卫生概述

( 十一) 高温作业: 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

湿相结合的开常气象条件、WBGT 指数超过规定限值 ( 工作地点平均

WBGT指数≥25℃ ) 的作业。

( 十二)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又称 WBGT 指数，指综合评价人体

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的一个基本参量。

( 十三) 低温作业: 平均气温≤5℃的作业。

( 十四) 非电离辐射: 波长＞100nm 不足以引起尘物体电离的电磁

辐射。

( 十五) 射频辐射: 频率在 30kHz ～ 300MHz 的电磁辐射。其中，

频率在 100kHz～30MHz，波长为 3km～10m的辐射为高频辐射: 频率在

30MHz～300MHz，或波长为 1m～10m的电磁辐射为超高频辐射。

( 十六) 微波: 频率为 300MHz ～ 300GHz，波长 1m ～ 1mm 的电磁

辐射，包括脉冲微波和连续微波。

( 十七) 紫外辐射: 又称紫外线，波长为 100nm ～ 400nm 的电磁

辐射。

( 十八) 激光: 波长为 200nm～1mm的相干光辐射。

( 十九) 电离辐射: 能仙受作用物发生电出现象的辐射。

三、职业卫生标准

( 一) 职业接触限值: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触，

对绝大多数接触者的健康不引起有害作用的容许接触水平，是职业性

有害冈素的接触限制量值。

化学有害冈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短时

间接触容许浓度和最高容许浓度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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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冈素职业接触限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容许限值和最高容许

限值。

( 二) 最高容许浓度 ( MAC) : 在一个下作日内、任何时间和任何

工作地点有毒化学物质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 三)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 PC—STEL) : 在遵守 PC—TWA前提

下容许短时间 ( 15min) 接触的浓度:

( 四)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 PC—TWA) : 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

8h工作目、40h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 五) 超限倍数: 又称漂移限值 ( EL) 。对未制定 PG—STEL的化

学有害因素，在符合 8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情况下，任何一次短

时间 ( 15min) 接触的浓度均不应超过的 PC－TWA的倍数值。

( 六) 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几乎所有劳动者反复接触不引起听力

正常语言理解力有害效应的噪声声压级和接触持续时间。

( 七) 手臂 ( 局部) 振动职业接触限值: 劳动者反复接触振动工

具后不可能发展为振动性自指或职业性雷诺现象的的振动接触水平。

( 八) 生物接触限值: 又称生物接触指数或职业接触尘物限值，

对接触者生物材料中有毒物质或其代谢、效应产物等规定的最高容

许量。

四、职业卫生监测

( 一) 总粉尘: 可进人整个呼吸道 ( 鼻、咽、喉、气管、支气管、

细支气管、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 的粉尘。亦即用总粉尘采样器，

按标准测定方法，从空气中采集的粉尘。

( 二) 呼吸性粉尘: 可达到肺泡区 ( 无纤毛呼吸性细支气管、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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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管、肺泡囊) 的粉尘。亦即用呼吸性粉尘采样器，按标准测定方法，

从空气中采集的粉尘。

( 三) 等效连续 A 声级: 又称等效连续 A 汁权声乐级，指在规定

的时间内，某一连续稳态噪声的 A 计权声压，具有与时变的噪声相同

的均方 A计权声压，则这一连续稳态噪声的声级就是此时变噪声的等

效声级，单位用 dB ( A) 表示。

( 四) 8h等效声级: 又称按额定 8h 丁作 U 规格化的等效连续 A

汁权声乐级，指将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内接触的噪声强度等效为工作 8h

的等效声级标准。

五、卫生工程防护

( 一) 通风: 采用自然或机械的方法，对某一空间进行换气，以

创造卫生、安全的空气环境的技术。

( 二) 工业通风: 对生产过程的余热、余湿、粉尘和有害气体等

进行控制和治理而的通风。

( 三) 自然通风: 依靠室外风力造成的风压和室内外空气温度差

所造成的热爪使空气流动的通风方式。

( 四) 机械通风: 依靠风机造成的压力使空气流动的通风方式。

( 五) 全面通风: 对整个房间进行通风的方式。

( 六) 局部通风: 为改善室内局部空间的空气环境，向该空间送

人或从该空间排出空气的通风方式。

( 七) 局部排风: 捕集和排出局部地点有毒有害物质的通风方式。

( 八) 局部送风: 以一定速度将空气自接送到指定地点的通风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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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事故通风: 用于排除或稀释尘产房间内发生事故时突然散

发的大量有害物质、有爆炸危险的气体或蒸气的通风方式。

( 十) 排风罩: 设置在工作场所有毒有害物源处，捕集和控制有

毒有害物的通风部件。

( 十一) 控制点: 距排风罩罩口最远的有害物放散点。

( 十二) 控制风速: 将控制点处的有害物吸人罩内所需的最小

风速。

( 十三) 新风量: 是指单位时间进入室内的新鲜空气的总量。

( 十四) 换气次数: 单位时间内室内空气的更换次数，即新风帚

与通风房间体积的比值。

( 十五) 卫生防护距离: 从产尘职业性有害冈素的生产单元 ( 生

产区、车间或工段) 的边界全居住区边界的最小距离。即在正常生产

条件下，无组织排放的有害气体 ( 大气污染物) 自生产单元边界到居

住区的范围内，能够满足国家居住区容许浓度限值相关标准规定的所

需的最小距离。

( 十六) 隔离: 通过封闭、切断等措施，完全阻止有毒有害物质

和能源 ( 水、电、气) 进入工作场所。

第四节 职业卫生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卫生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职业病危

害防治工作不断加强，国家职业卫生监管体制逐步理顺，法律、法规、

标准体系渐趋完善。特别是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全社会职业病防

治意识逐步增强，大中型企业职业卫生条件有了较大改善，职业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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