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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除第1，2，3章外，其他所有条款均为强制性。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危害防治法》等法律制定。 

本标准的内容引用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针对工业与民用建（构）筑

物油漆与粉刷作业的特点而制定。可作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安全检查、施工审批、工程验收的主要依

据之一。 

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8/SC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明义、柏  萍、邢培育、李忠慧、谢建兵、郝若锦、王晓斌。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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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与粉刷作业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漆与粉刷作业的基本安全要求，对使用油漆与粉刷作业材料、机具以及对危险地点

施工作了具体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表面涂饰、抹灰、刷浆、防腐、防水涂层作业以及建筑工程

范围内的家具、物件的油漆作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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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94 安全标志 

GB/T 3608 高处作业分级 

GB/T 378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 

GB 3836.1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769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GB 8958－2006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T 11651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 

GB 12942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GB/T 1444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 5027 高处作业吊篮安全规则 

AQ/T 9002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3 术语与定义 

GB/T 3608、GB 8958－2006、GB12942、GB/T 14441、AQ/T 9002 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标准。 

3.1 

油漆作业 painting 

采用溶剂型油漆对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及其门窗、家具等进行表面分层涂装的施工过程。 

3.2  

粉刷作业 rendering application 

用各种建筑材料如砂浆、石膏等材料对建（构）筑物进行抹灰、刷浆等施工的总称。粉刷作业一般

用于油漆作业前的场合，有时也被作为磁砖等贴面装修的底层作业。作业范围包括地面、台阶、内外墙、

顶棚、梁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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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涂饰 whitewash 

在抹灰基层、混凝土基层、石膏板基层、粘土砖基层和旧涂层等基层上的涂布各种建筑涂料的过程

的统称。 

3.4 

抹灰 plastering application 

用各种砂浆、麻刀灰浆、装饰性水泥石子浆等涂抹在建筑物的墙面、地面、顶棚等表面上，直接做

成饰面层的装饰工程。不包括在抹灰面上的刷浆、喷浆或涂饰。通常称作“抹灰工程”或“抹灰饰面工

程”。 

3.5  

刷浆 swabbing  

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内墙、顶棚或外墙的表面经刮拉腻子等基层处理后，用石灰浆、大白浆、

可赛银浆、聚合物水泥浆等刷（喷）浆浆料，用来保护墙体，美化建筑。 

3.6  

机具 construction machinery & tools 

特指油漆与粉刷作业用机械和工具。常用机具包括手工涂刷工具、批灰工具、腻子调配工具、机械

设备（喷涂设备、搅拌设备、振动筛、灰浆泵、空压机、灰浆联合机等）、喷灯、梯子、固定与移动照

明装置、电器设备、其他手持工具与手持电动工具等。 

3.7  

危险地点 dangerous site 

危险性较大的油漆与粉刷作业岗位，如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 

3.8  

废弃物  waste 

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对施工没有继续保存和再利用价值的物质。 

4 基本规定 

4.1 从事油漆与粉刷作业活动的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并取得施工许可证，作业人员应具备相应资格。 

4.2 油漆与粉刷作业应采取安全技术措施并经过审核和交底。 

4.3 高处作业以及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油漆作业、防水涂层作业应制订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符合 AQ/T 

9002 的要求及第 10 章的规定。 

4.4 工程承包单位（施工企业）应向油漆与粉刷作业人员提供合适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按规定日期安排

相关作业人员进行体检。患有职业禁忌证的人员不应从事有毒作业和高处作业。 

4.5 所有上岗的油漆作业、防水涂层作业、高空外墙粉刷及与其相关（登高作业、供用电作业等）人员

均经过操作培训和安全培训。安全培训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第 9 章的规定。 

4.6 工程承包单位（施工企业）应将设备制造商及材料制造商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的所有安全信息通告

给有关人员。作业人员应了解作业过程中所使用材料危害和防范措施，并应能随时获得相关安全操作规

程、危险物质数据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MSDS）等安全资料。 

4.7 工程承包单位（施工企业）的所有使用设备（如各类喷枪、搅拌设备、吊篮、临时供用电设备、各

类安全设施与装置等）应经过相关部门认可。 

4.8 现场管理施工人员应持证上岗，并应熟悉油漆与粉刷作业的各种危险有害因素及其控制措施。作业

前应进行有害因素辨识。 

4.9 所有机具的操作、材料的使用应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进行，并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4.10  油漆与粉刷作业安全除按本规范执行外，还应符合 GB 6514、GB 7691、GB 8958－2006、GB 1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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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46 、JGJ 80 和其他安全要求。 

4.11  高空作业人员应体检合格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在进行工程施工前出具体检合格证明方

能上岗。 

4.12  油漆与粉刷作业应制订安全操作规程。作业人员应按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岗前安全确认，并按 GB/T 

11651 规定发放个人防护用具。对产生有害蒸气、气体和粉尘的场所或部位应保证通风良好，作业人员

应配备防护用品。生石灰加水搅拌时应注意呼吸系统和眼睛的防护。 

4.13  涂料施工现场禁止明火，并应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涂料库房与建筑物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4.14  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随意拆改安全防护设施和设备。 

5 材料 

5.1 准备 

5.1.1 材料在使用前应辨识其危害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油漆与粉刷作业常见有毒有害物特性见附

录 A。 

5.1.2 涂饰材料应存放在指定的专用库房内。溶剂型涂料存放地点应按 GB 50140 设置消防器材。涂饰

材料应存放于阴凉干燥且通风的环境内，其贮存温度应在 5～40℃之间。 

5.1.3 溶剂型涂料库房与调料间应分开设置，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应与散发火花的场所保持一定的防火间距； 

b． 性质相抵触、灭火方法不同的品种，应分库存放； 

c． 调料间应有良好的通风，并应采用防爆电器设备，室内禁止一切火源，调料间不能兼做更衣室

和休息室；  

d． 调料人员应穿防静电服、防静电鞋。使用开启涂料和稀释剂包装的工具，应采用不易产生火花

型的工具； 

e． 调料人员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调料间内不应存放超过当日施工所用的原料； 

f． 贮存易燃涂料产品时，操作过程中严禁火花产生，在抽注产品或倒罐时，罐（槽车）及活管应

静电接地，其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10
6
Ω； 

g． 贮存场所应具备防雷击装置。 

5.1.4 工程中用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应建立严格的申报、采购、进库、领用管理程序。易燃、

易爆等危险品进工地后，立即存放危险品仓库。多家分包单位，应集中设置危险品仓库。库房及周围场

所应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 

5.2 使用 

5.2.1 油漆与粉刷作业用材料应优先采用绿色环保产品。需使用溶剂型涂料时，应尽量用刷涂或辊涂。 

5.2.2 施工企业应建立严格的领发料制度，按计划发放材料，施工现场存放的涂料和稀释剂应不超过

当班用量。 

5.2.3 油漆工应穿防静电工作服。接触涂料、稀释剂的工具应采用防火花型的。 

5.2.4 油漆与粉刷作业人员饭前应洗手，洗脸，更衣，不应在作业场所进食。因操作不小心，涂料溅

到皮肤上时，可用木屑加肥皂水擦洗。禁止用汽油或其他有机溶剂擦洗。 

5.2.5 在危险化学品的容器上，应贴上符合规定的安全标签。标签上应标明化学品的名称、危险标识、

危害以及安全预防措施等资料。 

5.2.6 涂漆施工场地要有良好的通风，如在通风条件不好的环境涂漆时，应安装通风设备。如发生头

痛、恶心、心闷和心悸等，应停止作业，立即就诊，并向医护人员出示有关化学品标签。 

5.2.7 涂刷溶剂型耐酸、耐腐蚀、防水涂料或使用其他有毒涂料时，应戴防毒口罩。使用机械除锈工

具（如钢丝刷、粗挫、风动或电动除锈工具）清除锈层、旧漆膜以及用砂纸打磨基层时应戴防尘口罩。 

5.2.8 配制、贮存、涂刷溶剂涂料的地点严禁烟火，进行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时，30m 范围内进行

严格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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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在维修工程施工中，使用脱漆剂时，应采用不燃性脱漆剂。若因工艺或技术上的需要，使用易

燃性脱漆剂时，一次涂刷脱漆剂量不宜过多，控制在能使漆膜起皱膨胀为宜，清除掉的漆膜要及时妥善

处理。 

5.2.10 使用水泥、麻刀、石灰应尽量避免材料的散播，并配备合适的呼吸防护设备。禁止用手直接接

触石灰和水泥。 

5.2.11 含铬水泥在搅拌时应加入适量硫酸亚铁，将六价铬变为无害的三价铬。 

5.2.12 钢结构涂装前，硫酸溶液的配制，应将硫酸慢慢注入水中，严禁将水注入酸中；配制硫酸乙酯

时，应将硫酸慢慢注入酒精中，并充分搅拌，温度不应超过 60℃。 

5.2.13 在其他人员可能接触有毒有害材料的场所，应设置警告标志。对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

装置的施工用地，应用防护结构或围栏进行有效的隔离。 

5.3 废弃物处置 

5.3.1 沾染涂料的棉丝、破布、油纸等废物应收集存放在有盖的金属容器内，不应乱扔。工作完毕，

未用完的涂料和稀释剂应及时清理入库。 

5.3.2 施工现场废弃物应按环保部门要求分类处置，不应在施工现场焚烧油漆及其他可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味的废弃物。 

5.3.3 不应将油漆与粉刷的废弃物（如涂料、砂浆等）丢弃于水井、池塘和下水道。 

6 机具 

6.1 工具 

6.1.1 手持工具 

手持工具的使用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以及其他可适用标准的要求： 

a． 手持工具应保持良好； 

b． 保持工具清洁，尤其是工具的手柄，以免工作时滑落； 

c． 以正确姿势及手法使用手持工具，使用时姿势应以用力平稳最为安全，切勿过分用力； 

d． 不应将手持工具误作其他用途。 

6.1.2 手持电动工具 

手持电动工具的使用应符合GB/T 3787的要求以及下列各项要求： 

a． 操作者应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和安全操作规程，详细了解工具的性能和掌握正确使用的方

法。使用时，操作者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b． 在湿热、雨雪等作业环境，应使用具有相应防护等级的工具； 

c． 使用电动工具时，保持身体及周围环境干燥； 

d． 拔出插头时，应紧握插头，不应拉拽电线而使电线松脱导致短路； 

e． 在易燃易爆气体环境，不应使用电动工具。 

6.2 梯子 

梯子仅适用高度小于2m的作业地点，超过2m 的作业应按规定搭设脚手架。 

6.2.1 人字梯 

人字梯的使用安全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人字梯应四脚落地，摆放平稳，梯脚应设防滑橡皮垫和保险拉链； 

b． 人字梯上搭铺脚手板，脚手板两端搭接长度不得少于20cm。脚手板中间不得同时两人操作，梯

子挪动时，作业人员应下来。人字梯顶部铰轴不应站人、不应铺设脚手板； 

c． 人字梯应经常检查，发现开裂、腐朽、榫头松动、缺档等不应使用。 

6.2.2 直梯 

直梯的使用安全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直梯的用途仅作为攀登工具，不应作为工作台使用； 

b． 使用前应检查梯子，以确保其结构良好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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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直梯应以适当的角度靠向支撑物，角度太大或太小，都会影响梯子的平稳性。 

6.3 机械设备 

油漆与粉刷作业使用的机械设备应符合本节的各项要求。 

6.3.1 机械设备的安全装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在做好保护接零的同时，应按要求装设剩余电流动

作保护器，并应确保安全防护装置齐全有效。  

6.3.2 机械设备运转中严禁维修保养，发现异常时，应停机断电后再排除故障。 

6.3.3 搅拌机械在运转中加料时严禁把工具伸进搅拌筒内扒料。搅拌筒内落入大的杂物时，应停机后

再检查，严禁运转中伸手去捡捞。 

6.3.4 空气压缩机作业区应保持清洁和干燥，贮气罐应放在通风良好处，距贮气罐 15m 以内不应进行

焊接或热加工作业。电动机及启动器外壳应接地良好。 

6.3.5 使用喷灰浆机械，应经常检查胶皮管有无裂缝，接头是否松动，安全阀是否有效。不应用塑料

管代替胶皮管。喷涂灰浆，应戴好防护眼镜、口罩及手套，禁止用潮湿的手触碰电器开关。  

6.3.6 高压无气喷涂泵的使用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喷涂易燃涂料时，喷涂泵和被喷涂物件均应接地（接零）。喷涂泵不应放置在喷涂作业的房间

内；  

b． 喷枪专用的高压软管，不得任意代用，软管接头应为具有规定强度的导电材料制成，其最大电

阻不超过10
6
Ω。喷涂过程中高压软管的最小弯曲半径不得小于250mm。清洗喷枪时，不得把涂料喷向密

闭的容器里； 

c． 作业前应检查电动机、电器，机身应接地(接零)良好，检查吸入软管、回路软管接头和压力表、

高压软管与喷枪均应连接牢固。 

6.3.7 使用溶剂型涂料喷刷大型导电物体（如锅炉、球罐等）时，应使被涂物接地。 

6.4 电气设备 

6.4.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施工，应制定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操作规程。 

6.4.2 施工现场电气设备的设置、安装、防护、使用、维修应符合 JGJ 46 的要求。 

6.4.3 进行大面积油漆喷涂或在有限空间进行油漆作业、防水涂层作业，应按 GB50058 划分危险区域

及选用相应防爆等级的电器设备。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3836.15 的相关要求。 

6.4.4 喷涂场地的照明灯应用玻璃罩保护。不应使用胶把和网罩损坏的工作手灯照明。 

6.4.5 油漆与粉刷施工现场局部照明用的工作灯，隧道、人防工程、有高温导电灰尘或灯具离地面高

度低于 2.4m 等场所不大于 36V；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不大于 24V；在特别潮湿的场所、导电良好

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不大于 12V。 

7 危险地点 

7.1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中临边、洞口、攀登、悬空、操作平台及交叉等项作业应符合 JGJ 80 要求以及本标准 7.1.1

至 7.1.6 的各项要求。 

7.1.1 高处作业分级按 GB/T 3608 进行。悬空作业还应符合 4.3 的规定。   

7.1.2 高空外墙油漆与粉刷作业人员应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动吊篮等动力式升降设备，不宜使用无

动力式高空吊板或类似的工业装置或设备。高处作业吊篮的使用应符合 JG 5027 的规定。 

7.1.3 高处作业升降设备应经有资质的安全设施检验机构检验。 

7.1.4 遇有大雨、大雪、大雾和六级以上的大风时，应停止高空作业。 

7.1.5 当油漆、粉刷与其他工种进行上下立体交叉作业时，任何时间、场合都不应在同一垂直方向上

操作。上下操作位置的横向距离，应大于上层高度的可能坠落半径。在设置安全隔离层时，它的防穿透

能力应不小于安全平网的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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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有明火或火花产生的作业如喷灯、焊割等作业禁止与刷漆、喷漆、脱漆等易燃操作同时间、同

部位上下交叉作业。 

7.2 缺氧危险作业与有限空间作业 

7.2.1 缺氧危险作业场所类别按 GB 8958－2006 第 4 章划分。 

7.2.2 缺氧危险作业场所的油漆与粉刷作业安全除按 GB 12942、GB 8958－2006 的规定执行外，还应

符合本节的各项安全要求。 

7.2.3 进入缺氧危险作业场所作业之前应进行危害因素辨识和安全评估。缺氧危险作业场所油漆与粉

刷作业的安全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作业中采用的工艺、机具、材料； 

b． 是否有有毒有害气体存在； 

c． 是否缺氧； 

d． 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下进行油漆与粉刷作业的可能性； 

e． 是否有可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淤泥或其他沉积物的存在； 

f． 流动的固体或液体进入的可能性； 

g． 火灾、爆炸的可能性； 

h． 作业人员因体温上升而昏厥或窒息的可能性； 

i． 其他危险，例如坍塌、触电等可能性。 

7.2.4 进入地下有限空间或储罐（槽）容器有限空间进行油漆与粉刷作业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硫化氢浓度不超过10ppm； 

b． 易燃液体和可燃气体的浓度不得超过其爆炸下限的25％； 

c． 不应有其他能导致人员伤亡的危险存在。 

7.2.5 地下工程施工现场出入口或坡道，疏散走道和楼梯以及事故照明灯和疏散指示灯的设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制定应急的疏散计划。 

7.3 其他危险地点作业 

在其他危险地点，如在“四口”与“五临边”进行油漆与粉刷作业，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现行

建设工程安全标准的要求。 

8 周边环境 

8.1 工程承包单位（施工企业）在施工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现场周边环境进行安全评估并制定

相应的防范措施。油漆与粉刷作业周边环境安全评估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毗临高压线的状况； 

b． 工程施工对毗邻建（构）筑物的影响； 

c． 对水体、油库、危险品库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影响； 

d． 对周边通信、道路等公用设施的影响； 

e． 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选址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城市环境要求； 

f． 施工现场对周边交通，人流密集区域的影响； 

g． 施工中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源情况。 

8.2 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

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

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 的要求。 

9 安全教育 

9.1 安全教育内容 

9.1.1 安全思想教育 

     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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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安全技术知识教育 

油漆与粉刷作业安全技术知识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作业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b． 常用机具的操作程序与安全操作规程； 

c． 危险地点（部位）作业的危险性及其防范措施； 

d． 材料的准备、贮存和使用过程中的防护措施； 

e． 电气设备安全技术知识； 

f． 现场内运输、危险物品管理、防火等基础安全知识； 

g． 正确使用安全设备（设施）与个体防护装备； 

h． 如何报告和处理伤亡事故； 

i． 事故应急措施与事故应急预案。 

9.1.3 典型经验和事故教训教育 

     通过典型经验和事故的介绍，使全体施工人员吸取经验和教训，检查各自岗位上的隐患，及时采

取措施，避免同类事故发生。 

9.2  安全教育制度 

     建立施工企业、工地、班组三级教育制度，使安全教育工作制度化。包括： 

a． 新工人入场教育和岗位安全教育； 

b． 作业前的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包括工种安全施工教育和新施工方法及新设备、新材料的安全

操作与使用教育； 

c． 经常性安全教育，特别是班前安全教育； 

d． 暑季、冬季、雨季、夜间等施工时安全教育。 

10 应急预案 

10.1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 

油漆与粉刷作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由工程承包单位编制。实行工程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编制。

实行联合承包的，由承包各方共同编制。 

10.2 应急预案内容 

油漆与粉刷作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建设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模、结构类型、工程开工、竣工日期；  

b． 施工项目经理部基本情况，包括项目经理、安全负责人、安全员姓名、证书号码等；  

c． 施工现场安全事故救护组织，包括具体责任人的职务、联系电话等；  

d． 事故类型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e． 救援器材、设备的配备； 

f． 事故救援单位名称、电话、行驶路线等。 

10.3 应急演练及其他 

10.3.1 工程承包单位（施工企业）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并及时评审、修订事故应急预案。 

10.3.2 油漆与粉刷作业事故救援单位。包括建设工程所在市、县（区）应急指挥（消防指挥）中心、

医疗救护中心。 

10.3.3 油漆与粉刷作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当作为安全报监的附件材料报工程所在地市、县（市）负

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备案。  

10.3.4 油漆与粉刷作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告知现场作业人员。施工期间，其内容应在施工现场显著

位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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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油漆与粉刷作业常见有毒有害物特性 

A.1 油漆与粉刷作业常见有害物特性表 

类别 有害物名称 危害 危害途径 防护措施 

溶剂（各类油漆、

胶水、脱漆剂、稀

释剂等所含的甲苯

及二苯） 

导致皮肤炎； 损害呼吸系统、中枢

神经系统、损害造血功能等，致癌。

油漆作业、防水涂

层作业 

确保空气流通；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穿不渗透的防护衣物；确保有清洗设

施 

树脂类物品：例如

异氰酸酯 

皮肤、眼睛有强烈刺激作用；刺激呼

吸系统，引致哮喘及过敏 

喷涂隔热施工；装

饰工程用滚筒或喷

雾器涂地板腊。 

提供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设备、

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以及清洗设施

环氧树脂 
强烈刺激皮肤、粘膜和呼吸道，导致

皮肤炎、过敏支及气管哮喘等疾病

防腐涂层施工及管

道N工程。 

提供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设备、

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以及清洗设施。

生产设备应该密闭；操作人员应戴防

护用具，避免与人体直接接触。 

化

学

物

品 

聚酯（包括聚酯树

脂、聚酯纤维、聚

酯酸胶等） 

其溶剂苯乙烯挥发会导致中毒；刺激

眼、皮肤和黏膜；亦可能引发类似麻

醉作用结果 

玻璃纤维强化结构

工程；电镀和涂层

提供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设备、

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以及清洗设施

铅 

有毒，长期接触铅及其化合物会导致

心悸、易激动、失眠、多梦、记忆减

退、疲乏，进而发展为狂躁、失明、

神志模糊、昏迷，最后因脑血管缺氧

而死亡。会致癌、致畸、致突变。

油漆作业 

确保空气流通，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

尘口罩；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防

护手套、穿工作服。工作现场禁止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铬 

会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和粘膜

侵入人体，积聚在肝、肾、肺和内分

泌腺中。六价铬有强氧化作用，慢性

中毒往往以局部损害开始逐渐发展

到不可救药，经呼吸道侵入人体时，

开始侵害上呼吸道，引起鼻炎、咽炎

和喉炎、支气管炎。    

油漆作业；使用水

泥 

确保空气流通，必要时作业工人应该

佩戴防尘口罩、防护手套、穿工作服
金

属

 

汞 

汞蒸气有剧毒，汞会破坏中枢神经组

织，长时间暴露在高汞环境中可以导

致脑损伤和死亡。对口、粘膜和牙齿

有不利影响。汞的化合物和盐的毒性

非常高，口服、吸入或接触后可以导

致脑和肝的损伤。 

油漆作业 

确保空气流通，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

尘口罩；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防

护手套、穿工作服。工作现场禁止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

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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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有害物名称 危害 危害途径 防护措施 

水泥 

吸入水泥尘宜患尘肺病；水泥中可能

含有六价铬并且水泥浆具有碱性，皮

肤接触易患皮肤病。 

抹灰 

尽量避免物料散播、混和；处理干水

泥时使用呼吸防护设备、使用合适的

个体防护装备( 例如手套、胶靴，在

工作前后涂上防护脂) ；含铬水泥使

用见本标准 

人造纤维(例如麻

刀) 
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易患尘肺病 抹灰 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石膏 刺激喉、鼻、眼 批灰 

尽量避免物料散播、混和；处理石膏

时使用呼吸防护设备、使用合适的个

体防护装备( 例如手套、胶靴，在工

作前后涂上防护霜)  

粉

尘

 

有机或无机粉尘 引发尘肺病  
砖石喷砂、腻子打

磨、抹灰面打磨 

采用洒湿法；在密闭场地设置吸 

尘装置、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硫化氢 刺激眼、鼻、喉，并有致命的危险
在污水渠、排水渠

等处抹灰作业 

设置排气及机械通风系统； 佩戴呼吸

器；持续监察 有

害

气

体

 

一氧化碳 缺氧中毒 

在密闭空间或附近

操作以石油汽、石

油或柴油驱动的装

置 

把工作地点迁离密闭空间；使用机械

通风设备；持续监测 

其他污染物 
可能引发与微生物有关的疾病，包括

破伤风、乙型肝炎等 

在受污染水源附近

作业，在恶劣气候

或施工环境作业 

彻底检查和清理工地 

石灰 

石灰加水搅拌生成强碱性的熟石灰

时，放出大量的热且长久不散，吸入

热蒸汽可损伤呼吸系统；接触强碱性

的熟石灰会灼伤皮肤 

刷浆、批灰 
搅拌时使用呼吸防护设备；禁止用手

接触石灰；等热量散失后再用 

其

他

 

紫外光 
令皮肤产生感光色素； 晒伤；导致

角膜炎 
电弧焊接等 使用屏障、合适的防护物和护眼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