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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的特点，GBZ/T 192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1部分：总粉尘浓度； 

——第2部分：呼吸性粉尘浓度； 

——第3部分：粉尘分散度； 

——第4部分：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第5部分：石棉纤维浓度。 

本标准代替GBZ/T 229.1—2010《GBZ/T 229.1—2010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1部分：生产

性粉尘》，与GBZ/T 229.1—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见4.4.2（新标准），2010版4.4.2（旧标准））； 

——更改了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表（见表5（新标准），2010版表5（旧标准））； 

——增加了行动水平作业的管理原则（见5.2）。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

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

控制所、安徽理工大学、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深圳市职业病防

治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卫红、孙新、袁亮、邵华、张美辩、易桂林、张明、周志俊、王海椒、张峰。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0年首次发布为GBZ/T 229.1—201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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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生产性粉尘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工作场所生产性粉尘作业的分级及其管理原则。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存在生产性粉尘作业的分级管理。 

本部分不适用于放射性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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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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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T 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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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性粉尘  industrial dust 

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粉尘。按粉尘的性质分为：无机粉尘（inorganic dust，含矿物性粉尘、金属性

粉尘、人工合成的无机粉尘）；有机粉尘（organic dust，含动物性粉尘、植物性粉尘、人工合成的有机

粉尘）；混合性粉尘（mixed dust，多种化学物混合存在的各类粉尘）。 

3.2  

生产性粉尘作业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industrial dust at workplace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接触到生产性粉尘的作业。 

3.3  

游离二氧化硅（SiO2）含量  content of free SiO2 

生产性粉尘中结晶型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 

3.4  

职业接触比值  occupational exposure ratio 

工作场所劳动者接触某种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实际值与相应职业接触限值的比值。 

3.5  

总粉尘  totaI dust 

可进入整个呼吸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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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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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呼吸性粉尘  respirable dust 

可达到肺泡区（无纤毛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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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石棉与石棉纤维  asbestos and asbestos fibers 

石棉是一种具有纤维状结构的硅酸盐矿物，分两大类：蛇纹石类（温石棉）；闪石类（青石棉或兰

石棉、铁石棉、直闪石、透闪石、阳起石、角闪石）。石棉纤维是指直径＜3 μm，长度＞5 μm且长度

与直径比＞3:1 的纤维。 

3.8  

行动水平  action level 

劳动者实际接触化学有害因素的水平已经达到需要用人单位采取职业接触监测、职业健康监护、职

业卫生培训、职业病危害告知等控制措施或行动的水平，也称为管理水平（administration level）或管理

浓度（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化学有害因素的行动水平，根据工作场所环境、接触的有害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为该因素

容许浓度的一半。 

3.9  

劳动强度  intensity of work (work intensity) 

劳动的繁重和紧张程度的总和。 

4 分级 

4.1 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 

4.1.1 分级基础 

分级应在综合评估生产性粉尘的健康危害、劳动者接触程度等的基础上进行。劳动者接触粉尘程度

应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的浓度、劳动者接触粉尘的作业时间和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综合判定。工作场

所空气中粉尘浓度应在正常生产状况下、工艺及原料无改变时，进行连续 3 个工作日监测。 

4.1.2 分级前的准备 

对于存在或产生生产性粉尘的作业进行分级。可根据现场巡查，工作场所生产性粉尘的性质和产生

过程、分布范围辨识，以及采取的控制和防护措施，结合对既往尘肺发病和事故资料的分析后确定。作

业分级应与日常监测相结合。 

4.1.3 分级结果和效果评估 

应定期对作业分级结果和预防控制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连续 3 次定期监测发现劳动者接触的粉尘

浓度有变化，提示可能与原分级结果不一致的，或因生产工艺、原材料、设备等发生改变时应重新进行

分级，并提出新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建议。 

4.1.4 分级资料管理 

4.1.4.1 分级完成后应编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报告书，报告书的内容应包括分级依据、方

法、结果以及分级管理建议和应告知的对象 

4.1.4.2 分级结果应告知用人单位负责人、管理者和相关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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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3 分级过程的全部资料应归档保存。 

4.2 分级依据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的依据包括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的职业接触比值和

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强度等要素的权重数。 

4.2.1 生产性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M）的分级和权重数（WM）取值见表 1。 

表1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分级和取值 

游离 SiO2含量（M），% 权重数（WM） 

M＜10 1 

10≤M≤50 2 

50＜M≤80 4 

M＞80 6 

4.2.2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的职业接触比值（B）分级和权重数（WB）取值见表 2。 

表2 生产性粉尘职业接触比值的分级和取值 

接触比值（B） 权重数（WB） 

B＜1 0 

1≤B≤2 1 

B＞2 B 

4.2.3 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和权重数（WL）取值见表 3。 

表3 体力劳动强度的分级和取值 

体力劳动强度级别 权重数（WL） 

Ⅰ（轻） 1.0 

Ⅱ（中） 1.5 

Ⅲ（重） 2.0 

Ⅳ（极重） 2.5 

4.3 分级级别 

生产性粉尘作业按危害程度分为五级：相对无害作业（0 级）、行动水平作业（Ⅰ级）、轻度危害

作业（Ⅱ级）、中度危害作业（Ⅲ级）和高度危害作业（Ⅳ级）。 

4.4 分级方法和计算 

4.4.1 分级指数 G 按式（1）计算。 

G=WM×WB×WL…………………………………………………（1） 

式中： 

G  ——分级指数； 

WM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权重数； 

WB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职业接触比值的权重数； 

WL ——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的权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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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根据分级指数 G，将生产性粉尘作业分为如下五级，见表 4。 

表4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 

分级指标 作业级别 

G=0 且 B≤0.5 0 级（相对无害作业） 

G=0 且 B＞0.5 Ⅰ级（行动水平作业） 

0＜G≤6 Ⅱ级（轻度危害作业） 

6＜G≤16 Ⅲ级（中度危害作业） 

＞16 Ⅳ级（高度危害作业） 

4.4.3 测得生产性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的职业接触比值和体力劳动强度分

级后，也可直接查阅表 5 进行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 

表5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表 

游离 SiO2 

含量（M） 

体力劳

动强度 

粉尘的职业接触比值权重数（WB） 

≤0.5 ＞0.5，＜1 ～2 ～4 ～6 ～8 ～16 ＞16 

M＜10 

Ⅰ 0 Ⅰ Ⅱ Ⅱ Ⅱ Ⅲ Ⅲ Ⅳ 

Ⅱ 0 Ⅰ Ⅱ Ⅱ Ⅲ Ⅲ Ⅲ～Ⅳ Ⅳ 

Ⅲ 0 Ⅰ Ⅱ Ⅱ～Ⅲ Ⅲ Ⅲ Ⅳ Ⅳ 

Ⅳ 0 Ⅰ Ⅱ Ⅱ～Ⅲ Ⅲ Ⅲ～Ⅳ Ⅳ Ⅳ 

10≤M≤50 

Ⅰ 0 Ⅰ Ⅱ Ⅱ～Ⅲ Ⅲ Ⅲ Ⅳ Ⅳ 

Ⅱ 0 Ⅰ Ⅱ Ⅲ Ⅲ～Ⅳ Ⅳ Ⅳ Ⅳ 

Ⅲ 0 Ⅰ Ⅱ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0 Ⅰ Ⅱ Ⅲ～Ⅳ Ⅳ Ⅳ Ⅳ Ⅳ 

50＜M≤80 

Ⅰ 0 Ⅰ Ⅱ Ⅲ Ⅳ Ⅳ Ⅳ Ⅳ 

Ⅱ 0 Ⅰ Ⅱ Ⅲ～Ⅳ Ⅳ Ⅳ Ⅳ Ⅳ 

Ⅲ 0 Ⅰ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0 Ⅰ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M＞80 

Ⅰ 0 Ⅰ Ⅱ Ⅲ～Ⅳ Ⅳ Ⅳ Ⅳ Ⅳ 

Ⅱ 0 Ⅰ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Ⅲ 0 Ⅰ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0 Ⅰ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5 分级管理原则 

应根据分级结果对生产性粉尘作业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一旦作业方式或防护效果发生变化，应重

新分级。 

5.1 0 级（相对无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对劳动者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无明显健康效

应，应进行一般危害告知，继续保持目前的作业方式和防护措施。 

5.2 Ⅰ级（行动水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劳动者显著接触粉尘，应进行危害告知，密切关

注工作场所粉尘浓度，采取定期作业场所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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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Ⅱ级（轻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可能对劳动者的健康存在不良影响。应改善工作

环境，降低劳动者实际粉尘接触水平，并设置粉尘危害及防护标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采取

定期作业场所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等行动。 

5.4 Ⅲ级（中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很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健康危害。应在采取上述措

施的同时，及时采取纠正和管理行动，降低劳动者实际粉尘接触水平。 

5.5 Ⅳ级（重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极有可能造成劳动者严重健康损害的作业。应立

即采取整改措施，作业点设置粉尘危害和防护的明确标识，劳动者应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使劳动者实际

接触水平达到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对劳动者及时进行健康体检。整改完成后，应重新对作业场所进行

职业卫生评价。 

6 正确使用本文件的说明 

正确使用本文件的说明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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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正确使用本文件的说明 

A.1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评价工作场所生产性粉尘作业的卫生状况，区分该作业对接触者危害程度的大

小，实施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时应与生产性粉尘控制和作业分级管理办法配套使用。 

A.2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应综合生产性粉尘的健康危害、劳动者接触浓度和劳动强度等因素进行，对

粉尘接触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不超过职业接触限值的作业，还应注意接触水平瞬时超出PC-TWA值 3 倍的

接触每次不得超过 15 min，一个工作日期间不得超过 4 次，相继间隔不短于 1 h，且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超过PC-TWA值的 5 倍。 

A.3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监测采样点和采样对象的选择按GBZ 159 执行。测定生产性粉尘浓度时，对

于GBZ 2.1 中规定有呼吸性粉尘容许浓度的粉尘，应测定呼吸性粉尘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并以此计算

生产性粉尘的接触比值。粉尘浓度的测定根据粉尘类别分别按GBZ/T 192.1、GBZ/T 192.2 和GBZ/T 1

92.5 执行。当生产性粉尘浓度接近该粉尘的职业接触限值时，应增加测定频次。 

A.4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按GBZ/T 192.4 执行。 

A.5 体力劳动强度级别判定按GBZ 2.2 和GBZ/T 189.10 执行。 

A.6 石棉与石棉纤维、木尘（硬）等GBZ 2.1 标识为人类致癌物（G1）的粉尘，WM取值列入游离二

氧化硅＞80%一类。 

A.7 接触比值B按式（2）计算。 

B = 
CTWA 

  ………………………………（2） 
PC-TWA 

式中： 

B       ——生产性粉尘的接触比值； 

CTWA    ——工作场所空气中生产性粉尘 8 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的实测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mg/m
3）；多次检测得到的 CTWA不一致时，以最大值计算接触比值； 

PC-TWA ——工作场所空气中该种粉尘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工作场所存在两种以上粉尘时，参照GBZ 2.1—2019附录A.3计算混合接触比值，游离二氧化硅权重

数取各种粉尘中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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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任务来源与项目编号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 2021 年度国家卫生健康标准

职业健康专业修订项目的通知》（中疾控标准便函〔2021〕881 号），

本项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列入 2021 年卫生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项

目名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1 部分：生产性粉尘》。 

（二）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承担的工作 

本项目主要参与人员见表 1-1。 

表 1-1 项目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   位 所承担的工作 

1 陈卫红 女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包括标准的

资料汇总，数据统计分析，文本

的形成和修订 

2 孙新 男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职业卫生

与中毒控制所 

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包括标准的

资料汇总，文本的形成和修订 

3 袁亮 男 教授、院士 徽理工大学 负责煤矿现场使用的信息收集 

4 邵华 男 研究员 

山东省职业卫生

与职业病防治研

究院 

负责其他现场使用的信息反馈 

5 张美辨 男 主任医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职业卫生

与中毒控制所 

负责其他现场使用的信息反馈 

6 易桂林 女 主任医师 
武汉市职业病防

治院 
负责其他现场使用的信息反馈 

7 张明 男 主任医师 
深圳市职业病防

治院 
文稿形成和粉尘接触水平评价 

8 周志俊 男 教授 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文稿形成和粉尘接触水平评价 

9 王海椒 女 副主任医师 

国家卫生健康委

职业安全卫生研

究中心 

流行病学数据的汇总和统计分析 

10 张峰 男 主任医师 
江苏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文稿形成和粉尘接触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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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草过程 

1. 项目启动；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标准体系升级改造工作要求和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年公共卫生标准研究制定工作计划，2021

年 7 月 6-7 日在贵州省组织召开了卫生健康标准宣贯工作研讨会暨职

业健康标准专业卫生健康标准修订启动会。 

2. 文本修改过程 

（1）起草初稿。 

2021 年 6 月-7 月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和数据统计，编写

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2）专家讨论。 

2021 年 7 月召集各参与单位，讨论标准的初稿，并进行修订。 

（3）社会征求意见。 

2021 年 9 月 7 日-14 日征求了 16 家单位 25 位非标委会委员的意

见。 

（4）社会意见研究处理过程和结果。 

2021 年 9 月 15 日-22 日针对 25 位非标委会委员的意见进行了逐

条回复和说明。 

二、与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配套，格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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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编写。本标准是

GBZ/T 229《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的第 1 部分，是 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中粉尘接触限值的配套文件。 

本标准着重于对工作的职业有害因素的分级，为企业明确危害因

素和管理部门分进行分级管理服务。目前我国已为 48类粉尘和其他

粉尘制定了生产场所空气中生产性粉尘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工

人在这样的浓度下工作，不引起致病性损害，主要用于进行经常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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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和工业企业设计。本分级标准主要用于工作场所生产性粉尘作

业危害分级，评价粉尘作业环境，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和科学管理工作

场所服务。鉴于目前我国许多厂矿企业中实际存在一些未能达到粉尘

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点和工艺过程，通过综合几项主要危害指标进行

分级，区分生产性粉尘作业的危害程度，然后按轻重缓急区别对待，

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和劳动保护措施，逐步减轻职业危害，最终使作

业场所空气中粉尘达到生产性粉尘时间加权容许浓度的要求。 

三、国外相关规定和标准情况的对比说明 

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粉尘作业危害控制，但尚未见单纯的生产性粉

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标准。国外的粉尘危害控制与管理工作，主要分

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定生产性粉尘职业接触限值标准，各国都

很重视生产性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将其作为确定含矽粉尘接触

限值的重要依据。如美、英、德、法、日、西班牙等国都制订的粉尘

接触限值根据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变化而改变，前苏联根据游

离二氧化硅含量由低到高分为四级确定接触限值，英国依据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达到或超过限值的比例数将粉尘危害划分四级（允许作业到

停业限 1 个月改进），德国按粉尘浓度分为 0～5 级，法国根据作业

岗位粉尘浓度和职业接触限值的比值将粉尘危害划分为 5 个级别，西

班牙则依据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和浓度范围划为允许、改进和停产 3 个

危害级别。另一方面是通过管理法规体系分级管理。如美国国家职业

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的有害化学因素（包括粉尘）暴露控制分

级系统，根据有害化学物的成尘性、挥发性和使用量划分危害组，作

为制定控制措施的依据。再如日本的“尘肺病法”，主要从健康和医

疗监护上分为四级管理：健康接尘工人为第一级管理，尘肺患者按病

情严重程度及肺功能损伤状况划分为第二至第四级管理。此外，欧美

部分国家的尘肺患者的职业病赔偿规定，英国制定的职业安全卫生管

理体系，美国的工作场所环境卫生最低要求、接触可吸入石英微粒相

关职业健康要求的标准实施规范等，均对粉尘作业提出分级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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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本部分主要是以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后引起的肺纤维化为主要

健康结局而进行分级的，至于生产性粉尘致癌性、致敏性、溶解度引

起的危害，可参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 2 部分）：化

学物》。 

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标准通过测定三项指标确定级别，既考虑

了作业环境中有害物质浓度及有害物质本身的毒性，又考虑了作业强

度和劳动时间，因此，具有科学性、可靠性、合理性。本部分根据前

版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参考最新的国内外研究资料，主要

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改。 

1. 危害程度分级由四级改为五级。 

原标准将粉尘作业分级为四级，即相对无害作业（0 级），轻度

危害（Ⅰ级），中度危害（Ⅱ级），和重度危害（Ⅲ级）。本次修改为

五级，将原来的相对无害作业（0 级）分成了 2 级，即相对无害作业

（0 级）和行动水平作业（Ⅰ级）。 

在原标准中，只要现场生产性粉尘不超过限值，分级指数计算为

0，就划分为相对无害作业。生产性粉尘是常见的职业有害因素，在

工作场所中，经常存在粉尘浓度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不超过限值、但

短时间接触浓度较高的情况，或者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接近限值的

情况。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健康和改善作业条件的目的出发，对于粉

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超过限值的 50%、但未超过限值的情况也应该引

起管理的高度重视，同时采取一定的防/控尘行动，从而预防粉尘浓

度超标的现象。同时，我国《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最新版本 GBZ 2.1-2019 6.5 化学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水平及其分类控制，提出职业接触水平＞50%接触限值时为显

著接触，需采取行动限制活动。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将粉尘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超过 50%该类粉尘接触限值的粉尘作业单列为“行动水平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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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了“行动水平作业”的管理原则：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

劳动者显著接触粉尘，应进行危害告知，密切关注工作场所粉尘浓度，

采取定期作业场所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等行动。 

3. 修改了表 5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表，增加了行动水平作业的

分级，顺调了其他的作业分级。 

4. 其它修改 

粉尘分级基础中，“生产工艺及原料无改变，连续 3 次监测（每

次间隔 1 个月以上）”，修改为“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应在正常生

产状况下，工艺及原料无改变时进行连续 3 个工作日监测。”由于增

加了行动作业水平，对相对无害作业的要求更为严格，连续 3 个工作

日监测可以满足要求。 

五、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 

2020 年 8 月，课题组将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向国家卫生健康委

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武汉

市职业病防治院、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武汉科技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海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钢集

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浙江多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平庄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广

泛征求意见，共计发出征求意见函 29 份，非委员意见收回 25 份。以

上工作共收集 27 个标准条目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共计 84 条，其中采纳

了 45 条，部分采纳了 27 条，讨论修改了 72 条，对不采纳的 12 条意

见或建议陈述了理由。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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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标准的建议 

建议实施前对进行分级人员进行培训，要求分级人员掌握本部分

涉及的工作场所粉尘浓度测定、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测定、体力劳动

强度分级等专业技术。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鉴于我国厂矿企业的生产方式种类繁多，接尘工人的劳动强度差

异大，本部分暂未考虑特殊作业班制（每天非 8 小时和每周非 40 小

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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