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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实践中发现，以往评价

工作中对各种法律法规的应用缺乏一种标准、规范的应用模

式，基本上以《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条款为主，对其它

标准较为生疏，应用较少。为了规范和提升评价工作的水平，

我们总结出职业卫生评价表，较为全面地应用目前现行有效

的法律法规对建设项目进行评价，把评价工作纳入到标准化

的模式当中，使评价工作规范有序、科学严谨，在实际工作

中取得较好的效果。现对该评价表具体应用介绍如下。
1 设计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 注: 以 Z 代表，以下类同) 、《使用

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S)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

管理规定》( D)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 试行) 》( P) 、《劳

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 X)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 、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J) 、《职业病防护设施与职业病防

护用品管理办法》( F) 等。
2 评价表的设计

( 1) 评价项划分主要参照 G 和 S，便于具体评价; ( 2)

评价项除按 G 和 S 设计外，还结合有关法律和标准设立子项，

具有标准化格式，使评价更具体、严格、全面，且可减少人

为因素; ( 3) 对应评价子项选取适用的评价依据
［1 ～ 3］; ( 4 )

以现场调查和检测结果作为评价内容; ( 5) 对评价内容，依

照评价依据逐条判定，给出判定结果。见表 1。
表 1 建设项目评价表

评价项 评价子项 评价依据 评价内容
评价判定

符合 不符合

选址 项目合法性 G5. 1. 1
自然条件 G5. 1. 2
应急救援 G5. 1. 3
水、气污染控制 G5. 1. 4; G5. 1. 5

总体布局 平面布置 G5. 2. 1. 1 ～ G5. 2. 1. 5; Z13 ( 3)

应急救援 G5. 2. 1. 6; G5. 2. 1. 7
高温散热 G5. 2. 1. 8; G5. 2. 1. 9
竖向布置 G5. 2. 2. 1 ～ G5. 2. 2. 3

厂房设计或设备布局 G5. 3. 1. 1 ～ G5. 3. 1. 6
工作场所

基本卫生

要求

防尘、防毒 生产工艺、原料，密闭负压 G6. 1. 1; G6. 1. 1. 1; G6. 1. 1. 2; G6. 1. 1. 3
通风除尘排毒 G6. 1. 5. 1a ～ G6. 1. 5. 1 l
应急救援 G6. 1. 5. 3; G6. 1. 2 ～ G6. 1. 7

防暑 局部送风 G6. 2. 1. 11; G6. 2. 1. 11a) ; G6. 2. 1. 11 b)

国家标准 G6. 2. 1. 12
生产工艺 G6. 2. 1. 1 ～ G6. 2. 1. 4
自然通风 G. 6. 2. 1. 5; G2. 1. 6
平面布置 G6. 2. 1. 7 ～ G6. 2. 1. 9
隔热防暑措施操作室 G6. 2. 1. 10; G6. 2. 1. 15; G6. 2. 1. 14; G6. 2. 1. 13

防寒 国家标准 G6. 2. 2. 2; G6. 2. 2. 3
供暖、取暖方式 G6. 2. 2. 1; G6. 2. 2. 4 ～ G6. 2. 2. 8

防噪声 生产工艺设备

隔声区域防护

G6. 3. 1. 1; G6. 3. 1. 3
G6. 3. 1. 2; G6. 3. 1. 4 ～ G6. 3. 1. 6

国家标准 G6. 3. 1. 7
防振动 国家标准 G6. 3. 2. 4; G6. 3. 2. 1

设备、减振 G6. 3. 2. 2; G6. 3. 2. 3
防电离辐射 G6. 4. 6
防非电离辐射 金属屏蔽区域个体防护 G6. 4. 1 ～ G6. 4. 5
采光照明 采光照明 G6. 5. 1 ～ G6. 5. 3; G6. 5. 3. 1 ～ G6. 5. 3. 5

灯具 G6. 5. 4; G6. 5. 4. 1 ～ G6. 5. 4. 7
微小气候 G6. 6. 1; G6.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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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评价项 评价子项 评价依据 评价内容
评价判定

符合 不符合

辅助用室

基本卫生

要求

一般规定 G7. 1. 1 ～ G7. 1. 4
车间卫生用室 配置 G7. 2. 1

浴室存衣间 G7. 2. 2. 1 ～ G7. 2. 2. 4; G7. 2. 3. 1 ～ G7. 2. 3. 4
盥洗设施 G. 7. 2. 4. 1; G7. 2. 4. 2; G7. 2. 5; G7. 2. 6

生活用室 配置 G7. 3. 1
休息室、食堂 G7. 3. 2; G7. 3. 3
厕所 G7. 3. 4; G7. 3. 4. 1; G7. 3. 4. 2

妇女卫生室 G7. 4. 1 ～ G7. 4. 3
应急救援 组织机构 G8. 1; G8. 1. 1; G8. 1. 2

应急救援设施 G8. 2; G8. 2. 1 ～ G8. 2. 4; G8. 3; G8. 3. 1 ～

G8. 3. 3; G8. 4，G8. 5; Z23; P 15
应急预案 Z19 ( 6)

建设项目

预防性卫

生审核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 Z15
生产 ( 使用) 高毒物品 S4
有毒作业场所住人 S11
三同时 G4. 4
防护设施设计审核 Z16
项目竣工验收 Z16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Z17; J5

企业职业

病防治责

任制

法人责任制 Z5，24，27，29; F18
生产工艺 Z21
管理机构或组织 Z19 ( 1)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计划和方案 Z19 ( 3) ; Z19 ( 2)

应急救援 S16
卫生防护设施 Z13 ( 2) ，13 ( 4) ，13 ( 5) ; F6 ～ 10
档案管理 Z19 ( 4) ，24，33，48; J17，19; F11
健康监护 Z32，49，50; J3，4，8，10 ～ 13，15
监测与评价 Z13 ( 1) ，19 ( 5) ，22，24; S26
劳动者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 Z31; F13
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书 Z22; S12，23
化学品中文说明书危害事故 Z25，26; Z34
经费 Z16，38
设备维护管理 F14，12，24; S20，25
个人防护用品 管理质量 Z20; D15，17; D18; P 4; X6. 2. 1

配备 F15，17; D14 ～ 16; Z20; P9
使用 F19; D17，19; Z23; P14; X6. 3; S27
宣传、培训 F20; D16; Z31

作业外包劳动合同 Z28; S7，28，30，35，36，50; J9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Z14

3 评价过程的实施

评价人员首先全面了解和掌握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充

分调查建设项目在选址、总平面布置、厂房设计、工作场所

基本卫生要求、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应急救援等方面的

内容; 详细审阅有关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及有关制度文件、
个人防护用品发放制度、健康监护制度和现场检测、职业健

康监护结果等。在此基础上，按照评价表，对评价内容依照

评价依据逐项对照评价，给出结果判断。判定结果采用“符

合”和“不符合”。对不完全符合项，则给出 “部分符合”
判定，并注明存在问题; 判断结果逐一填入判定栏内，评价

结论最后汇总到整个评价报告中，即完成了评价表的评价

过程。

4 应用实例

应用评价表对某电厂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进行评价，部

分评价片段示例见表 2。
5 讨论

评价表法是由评价人员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事

先编制相关的评价表，通过逐项对照，判定建设项目中各项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与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的相符性，

从而判定建设项目符合卫生要求的状态，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分析。评价表评价判定分为“符合”和“不符合”两项，根

据评价判定结果找出不符合项作出总的评价。
评价表在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应用中能较全面、

规范地评价、对照建设项目采取的各项卫生措施与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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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某电厂建设项目评价表

评价项 评价子项 评价依据 评价内容
评价判定

符合 不符合

总体布局 平面布置 G5. 2. 1. 1 ～ G5. 2. 1. 5; Z13 ( 3) 明确功能分区，可分

为生产区、非生产区、辅助生产区; 符合有害与无害

作业分开的原则; 分期建设项目宜一次整体规划; 生

产区宜选在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好的地段，布置在当

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厂区总平面布置紧凑，功能分

区明确。贮煤场位于办公生活

区的北侧，位于夏季最小频率

风向生产办公楼的上风侧

符合

应急救援 G5. 2. 1. 6; G5. 2. 1. 7 设备应按照 GBZ 158 设置职业病

危害警示标识; 设置与相应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相配

套的设施及设备，并留有应急通道; 放散大量热量或有

害气体的厂房宜采用单层建筑或布置在建筑物的高层

建设项目设置有事故防范和应

急、救援设施，在酸碱计量间

和水处理大厅设置有淋浴器或

冲洗点

部分符

合，冲

洗点无

水

高温散热 G5. 2. 1. 8; G. 5. 2. 1. 9 高温车间的纵轴宜与当地夏季

主导风向相垂直

主厂房长轴与当地夏季主导风

向夹角大于 45°
符合

竖向布置 G. 5. 2. 2. 1 ～ G. 5. 2. 2. 3 噪声与振动较大的生产设备宜

安装在单层厂房内

发电机、汽轮机设有减振基础 符合

厂房设计或设备布局 G5. 3. 1. 1 ～ G5. 3. 1. 6 产生噪声、振动的厂房设计和设

备布局应采取降噪和减振措施; 相邻两建筑物的间距

一般不宜小于二者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

高 温、噪 声、电 气 车 间 分 区

布置

符合

工作场所

基本卫生

要求

防尘、

防毒

生产工艺、

原 料， 密

闭负压

G6. 1. 1; G6. 1. 1. 1; G6. 1. 1. 2; G6. 1. 1. 3 原材料选择

应遵循无毒物质代替有毒物质、低毒物质代替高毒物

质的原则; 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 GBZ2. 1 要求

部分中 速 磨 煤 机 有 漏 粉 现 象，

粉尘检测结果超标

不符合

通 风 除 尘

排毒

G6. 1. 5. 1a ～ G6. 1. 5. 1l 局部排气装置排出的浓度较高

的有害气体应通过净化处理设备后排出; 类型排气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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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设置适宜的局部排风除尘设

施对尘源进行控制

加氨加联氨间、次氯酸钠加药

间未见通风管理规程，通风扇

损害。锅 炉 移 动 式 除 尘 设 施，

如真空除尘车未投入运行

不符合

应急救援 G6. 1. 5. 2; G6. 1. 5. 2a ) ～ G6. 1. 5. 2d ) ; G6. 1. 6. 1 ～

G6. 1. 6. 3; G6. 1. 5. 3; G6. 1. 2 ～ G6. 1. 7 换气次数不宜

＜ 12 次 /h; 应设置防爆通风系统或事故排风系统; 设

置冲洗喷淋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必要的泄险区以及

风向标

冲洗设施无水、加氨加联氨间

换气次数不足

不符合

防噪声 生 产 工 艺

设备

隔 声 区 域

防护

G6. 3. 1. 1; G6. 3. 1. 3 宜选用噪声较低的设备; 应首先

从声源上进行控制使噪声作业劳动者接触噪声声级符

合 GBZ22 的要求

设备选型选用低噪声设备，建

设项目采用中速磨，磨机噪声

较小。

符合

G6. 3. 1. 2; G6. 3. 1. 4 ～ G6. 3. 1. 6 产生噪声的车间与非

噪声作业车间，高噪声车间与低噪声车间应分开布置;

为减少噪声的传播宜设置隔声室

发电机、电动机设置减振基础

和隔声罩

符合

国家标准 G6. 3. 1. 7 非噪声工作地点的噪声声级的设计要求应符

合表

中央集控室，值班室噪声 ＜ 70

dB ( A)

符合

规的相符性。评价表法的优点有: ( 1) 简明易懂，操作简单，

实用方便，易于掌握; ( 2) 规范编制，避免评价工作中的疏

忽遗漏，全面查出评价工作漏项; ( 3 ) 评价项目与内容以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为依据，使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 ( 4) 统一评价标准应用，形成行业评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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