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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GBZ/T 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 
GBZ/T 229.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分为四个部分： 
——第 1 部分：生产性粉尘； 
——第 2 部分：化学物； 
——第 3 部分：高 温； 
——第 4 部分：噪声。 
本与GBZ/T 229.3—2010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调整了标准使用范围，增加了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适用于室内高温作业（见第1章，2020

年版第1章）；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包括：工作场所、工作地点、高温作业、接触高温作业时间、允许持

续接触热时间、高温必要休息时间、工作地点温度、生产性热源、热应激等与高温作业分级有关的标淮

术语（见3.1、3.2、3.4、3.7、3.8、3.9、3.10、3.10、3.15）； 
——增加了高温作业类型（见第4章）； 
——调整了高温作业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分级依据及判定方法、分级判定（见第5章，2010年版

第4章）； 
——对高温作业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见5.3.2，2010年版4.3）； 
——调整了高温作业分级管理原则（见第6章，2010年版第5章）； 
——增加了高温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见第7章）； 
——增加了附录B（规范性） 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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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

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乃兴、朱宝立、张明、崔博、张恒东、韩磊、周伟、翁少凡、林大枫、杲修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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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一201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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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高温作业分级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工作场所高温作业的类型、分级及其管理原则，并规定了高温作业人员允许持续接触

热时间与必要休息时间限值，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适用于有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 
本部分适用于有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和无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等各类高温作业的分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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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使用这些标准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Z/T 189.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7 部分：高温 
GBZ/T189.10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10 部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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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3.1  

工作场所 workplace 

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并由用人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工作地点。 

3.2 

工作地点 work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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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和/或作业地点。 

3.3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 index (WBGT index) 

又称 WBGT 指数，指综合评价人体接触作业环境热强度/热负荷的参量。室外 WBGT=自然湿球温

度(℃)× 0.7+黑 球温度(℃)× 0.2+干球温度(℃)× 0.1；室内 WBGT=自然湿球温度(℃)× 0.7+黑球温度(℃)× 

0.3。 

3.4 

高温作业 work (job) under heat stress 

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湿的异常作业条件下，劳动者接触作业环境 WBGT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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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超过高温职业接触限值的作业。 

3.5 

高温天气 hot weather 

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 35℃以上的天气。 

3.6 

高温天气作业 work (job) under hot weather 

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在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的作业。 

3.7 

接触高温作业时间 the working time exposed in hot environment 

劳动者在一个工作日内实际接触高温作业的累计时间。 

3.8 

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 allowable continuous heat exposure time，ACHET 

允许劳动者在热环境中连续工作的时间。 

3.9 

高温必要休息时间 necessary rest time，NRT 

劳动者持续接触热环境后保证生理功能得到恢复所必须的休息时间。 

3.10 

生产性热源 productive hot source 

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产生和散发热量的生产设备、产品或工件等。 

3.11 

工作地点温度 temperature of work site 

在一个工作班内，工作地点距地面 1.5m 高处测得的气温。 

3.12 

室内外温差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oor and outdoor temperature 

对工作地点和室外温度进行实际测量后计算出来的差值。 

3.13 

工作地点最高温度 maximum temperature of work site，Tmax 

夏季最热月代表日内工作地点距地面 1.5m 高处的最高气温。 

3.14 

环境热强度 environment heat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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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影响人体热散发的强度，以 WBGT 指数表示。 

3.15 

热应激 heat stress  

综合考虑劳动者的代谢热、气象条件(即气温、湿度、气流和热辐射)以及防护服要求的所接触的热

负荷净值。 

3.16 

热应激反应 heat strain 

由热应激引起的全身性生理反应。 

3.17 

热平衡 heat balance 

机体通过调节产热率和散热率,使机体的产热量等于散热量,而保持机体体温处于平衡的状态。 

3.18 

热适应 heat adaptation 

机体对于长期热环境刺激产生的耐热性提高的生理性适应过程。 

3.19 

热习服 heat acclimatization 

个体耐受热强度能力渐进性增强的生理性适应过程。 

3.20 

服装的阻热性 clothing thermal insulation  

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所着的服装影响人体热交换的性能，单位为 Clo。 

3.21 

高温作业劳动-休息制度 work (job) under heat stress & work-rest regimen 

为防止热损伤而制定的高温作业单位时间内(小时)劳动休息制度。 

4 高温作业类型  

4.1 工作场所高温作业按有无生产性热源，分为有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和无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 

4.2 有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包括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和高温高湿作业两种类型。 

4.2.1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主要特点是气温高热辐射强度大，相对湿度较低，易形成干热环境。 

4.2.2 高温高湿作业场所主要特点是气温与相对湿度均高，热辐射强度不大，易形成湿热环境。 

4.3 无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又称为高温天气作业，热源与所在地区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4.3.1高温天气作业主要特点是热辐射强度比高温强热辐射作业低，劳动者高温作业时间较长。夏季露

天作业，中午前后气温较高，热辐射强度大，易形成高温与热辐射的联合暴露。 

4.3.2 部分高温天气作业伴有高温高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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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温作业分级 

5.1 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 

5.1.1 高温作业分级前，应对工作场所高温作业的健康危害、环境热强度、高温接触时间、接触方式、

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等进行全面评价。 

5.1.2 高温作业分级前，应通过职业卫生学调查、工作日写实，调查生产性热源、工艺布局、防护设施

/措施，识别工作场所高温的产生过程、分布范围和采取的控制和防护措施，收集用人单位既往高温健

康影响和中暑事故资料，确定需要进行分级的高温作业。高温分级评估应与日常监测相结合。 

5.1.2 用人单位应定期评估高温作业危害程度和控制效果。评估结果如与原分级结果不一致的，或因生

产工艺、原材料、生产设备、防护设施等发生重大改变时，应该重新进行高温分级评估，并提出新的高

温预防控制措施和建议。 

5.1.3  用人单位应将高温作业分级评估结果及时告知劳动者，存入职业健康档案。 

5.2  分级依据及判定方法 

5.2.1 高温作业分级依据包括体力劳动强度、接触高温作业时间、WBGT 指数和服装的阻热性。 

5.2.2 高温作业分级时，有生产性热源的工作场所高温作业 WBGT指数测量依照 GBZ/T189.7执行，热强

度变化较大的高温作业，应评估工作日平均 WBGT 指数。无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以劳动者接触高温

作业时段内 WBGT 指数评估当日 WBGT指数平均值。 

5.2.3 高温作业分级时，需确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按 GBZ 2.2 附录 B的内容执行。 

5.2.4 高温作业分级时，需确定接触高温作业时间，接触高温作业时间以单一工作日累计接触高温作业

时间计，单位为分钟(min)。 

5.2.5 高温作业分级时，需确定劳动者穿着服装的阻热性。长袖衬衫和长裤工作服及纺织材料连裤工作

服的绝热系数为 0.6Clo。 

5.3 分级判定   

5.3.1 高温作业按危害程度分为 4级，即轻度危害作业（I级）、中度危害作业（II级）、重度危害作

业（III 级）、极重度危害作业（IV 级）。 

5.3.2 根据以上 WBGT 指数测量结果，结合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接触高温作业时间，对照表 1内容对

高温作业进行分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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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温作业分级 

体力劳动强度 
接触高温作业时间 t

（min） 

WBGT 指数（℃） 

WBGT<25 
25≤

WBGT<26 

26≤

WBGT<27 

27≤

WBGT<28 

28≤

WBGT<29 

29≤

WBGT<30  

30≤

WBGT<31  

31≤

WBGT<32 

32≤

WBGT<33  

33≤

WBGT<34  

34≤

WBGT<36 

36≤

WBGT<38 

38≤

WBGT<40 

WBGT≧

40  

I 

（轻

劳动） 

t≤60  — — — — — — — — — — —  Ⅰ Ⅱ Ⅲ 

60<t≤120 — — — — — — — — — Ⅰ Ⅰ Ⅱ Ⅲ Ⅳ 

120<t≤240 — — — — — — — — Ⅰ Ⅰ Ⅱ Ⅲ Ⅳ Ⅳ 

240<t≤360 — — — — — — — Ⅰ Ⅱ Ⅱ Ⅲ Ⅳ Ⅳ Ⅳ 

360<t≤480 — — — — —  Ⅰ   Ⅱ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II 

（中

劳动） 

t≤60  — — — — — — — — — — Ⅰ Ⅱ Ⅲ Ⅲ 

60<t≤120 — — — — — — — — Ⅰ Ⅰ Ⅱ Ⅲ Ⅳ Ⅳ 

120<t≤240 — — — — —  Ⅰ Ⅱ Ⅱ Ⅱ Ⅲ Ⅳ Ⅳ Ⅳ 

240<t≤360 — — — — — Ⅰ Ⅱ Ⅲ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360<t≤480 — — — — Ⅰ   Ⅱ Ⅱ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Ⅲ 

（重

劳动） 

t≤60  — — — — — — — — — Ⅰ Ⅱ Ⅱ Ⅲ Ⅳ 

60<t≤120 — — — — — — — Ⅰ  Ⅱ Ⅱ Ⅲ Ⅳ Ⅳ Ⅳ 

120<t≤240 — — — — — Ⅰ  Ⅰ  Ⅱ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240<t≤360 — — — — Ⅰ  Ⅱ Ⅱ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360<t≤480 — — Ⅰ  Ⅱ Ⅱ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极

重劳

动） 

 

t≤60  — — — — — — — — Ⅰ Ⅰ Ⅱ Ⅲ Ⅲ Ⅳ 

60<t≤120 — — — — — — Ⅰ Ⅱ Ⅱ Ⅱ Ⅲ Ⅲ Ⅳ Ⅳ 

120<t≤240 — — — — Ⅰ Ⅱ Ⅱ Ⅲ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240<t≤360 — — Ⅰ Ⅰ Ⅰ Ⅱ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360<t≤480 — Ⅰ Ⅰ Ⅱ Ⅱ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注：（1）“-”为非高温作业，其 WBGT 指数符合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高温职业接触限值。（2）接触高温作业时间测量与计算见附录 A。（3）本

部分适用于对热环境产生习服并着绝热系统为 0.6Clo 服装的劳动者，如果由于劳动需要穿着特种防护服装，应根据服装隔热性能对分级的等级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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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级管理原则 

6.1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根据不同等级的高温作业分级管理原则采取相应的职业

卫生管理措施，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职业健康保护，确保劳动者身

体健康。 

6.1.1 轻度危害高温作业（I级）：用人单位应当保持高温作业岗位通风良好，有条件时配备空调等防

暑降温设施，依照有关规定对从事接触高温危害的劳动者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

查和应急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书面及时告知劳动者。对劳动者开展防暑职

业卫生培训。 

6.1.2 中度危害高温作业（Ⅱ级）：用人应当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调整高温作业劳动－休息制度，

降低劳动者高温接触时间。 

6.1.3 重度危害高温作业（Ⅲ级）：用人单位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通过调整高温作业劳动－休息制

度，开展劳动者热应激监测，进一步降低劳动者高温接触时间。 

6.1.4 极重度危害高温作业（Ⅳ级）：用人单位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劳动者作业应穿戴高温作业个

体防护装备，保证高温必要休息时间。 

6.2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重度危害高温作业（III级）及极重度高温危害作业

（IV级）。 

6.3 对于有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已判定为高温作业的工作地点，劳动者单一工作日高温接触时间应

符合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见附录 B。 

6.4 对于无生产性热源的高温天气作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

布的预报气温，调整劳动者高温作业时间。 

6.4.1 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

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6.4.2 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

不得超过 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6.4.3 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7.1 用人单位应优先采用有利于控制高温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从源头上降低或者消除

高温危害。对于生产过程中不能完全消除的高温危害，应当采取综合控制措施，使其符合 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 要求。 

7.2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合理布局生产现场，配备良好的隔热、

通风、降温设施。 

7.3 用人单位应当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置休息场所，保持通风良好或者配备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由专人

负责的高温日常监测，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7.4 劳动者出现高温中暑症状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使其迅速脱离高温环境，到通风阴

凉处休息，供给防暑降温饮料，并采取必要的对症处理措施；病情严重者，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送医疗卫

生机构治疗。 

7.5 用人单位应当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根据从事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

劳动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急救药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1%8C%E4%B8%9A%E5%8D%AB%E7%94%9F%E6%A0%87%E5%8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1%8C%E4%B8%9A%E5%8D%AB%E7%94%9F%E6%A0%87%E5%8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7%96%97%E5%8D%AB%E7%94%9F%E6%9C%BA%E6%9E%84/86308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7%96%97%E5%8D%AB%E7%94%9F%E6%9C%BA%E6%9E%84/86308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80%A5%E9%A2%84%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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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正确使用本文件的说明 

 
A.1 本部分适用于对热环境产生习服并着绝热系统为0.6Clo服装的劳动者，如果由于劳动需要穿着特种

防护服装，应根据服装隔热性能对分级的等级进行调整。 

A.2 工作场所WBGT指数，依照GBZ/T 189.7计算时间加权平均WBGT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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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 

B.1 在湿度低于75%、不同工作地点温度、不同劳动强度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不宜超过表2所列数

值。 

表2   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单位为分钟） 

工作地点最高温度

(Tmax)/℃ 

I 

（轻劳动） 

Ⅱ 

（中等劳动） 

Ⅲ和Ⅳ 

（重劳动和极重劳动） 

30＜Tmax≤32 80 70 60 

32＜Tmax≤34 70 60 50 

34＜Tmax≤36 60 50 40 

36＜Tmax≤38 50 40 30 

38＜Tmax≤40 40 30 20 

40＜Tmax≤42 30 20 15 

42＜Tmax≤44 20 10 10 

 

B.2 工作地点最高温度（Tmax）是由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预报最高气温加温差

确定。温差的确定依据为当室外温度等于或大于本地区夏季室外通风设计计算温度时，在停止局部降温

措施的条件下，同时对工作地点和室外温度分别进行测量。工作地点温度测量应选在劳动者经常或定期

停留的工作地点；室外温度测量应选在工作场所上风向较空旷场地。测量时间于夏季最热月代表日下午

13-14点进行。连续测量3d取平均值计算温差。工作地点最高温度计算见以下公式： 

Tdiffer= Tsite - Tout ................................................................................................

（1） 

Tmax = Tfore+ Tdiffer.................................................................................................

（2） 

式（1）、式（2）中： 

Tmax——工作地点最高温度，单位为℃； 
Tfore——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预报最高气温，单位为℃； 

Tdiffer——温差，单位为℃； 

Tsite——选择夏季最热月代表日，当室外温度等于或大于本地区夏季室外通风设计计算温度

时，在停止局部降温措施的条件下，对工作地点温度进行测量，连续测量3d取平均值，单位为℃ 

Tout——夏季最热月代表日，当室外温度等于或大于本地区夏季室外通风设计计算温度时，

对工作场所上风向较空旷地点温度进行测量，连续测量3d取平均值，单位为℃； 

B.3 持续接触热后必要休息时间不得少于15min。休息时应脱离高温作业环境。 

B.4 高温作业工作地点空气湿度大于75%时，空气湿度每增加10%，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相应降低一个档

次，即采用高于工作地点最高温度2℃的相应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空气湿度的测量选点

和次数与温度的选点和测量次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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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任务来源 

受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委托,根据中疾控标准

便函〔2021〕881 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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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江苏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承担

GBZ/T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标准修订

工作。 

（二）参与单位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修订工作参与单位包括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主要起草人包括张

乃兴、朱宝立、张明、崔博、张恒东、韩磊、周伟、翁少凡、林大枫、杲修杰，

具体详见表 1。 

表 1   参与单位和主要起草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   位 所承担的工作 

1 张乃兴 男 
党委书记/

院长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项目负责人，牵头标准结构框架制

订、各阶段质控、内容核定，负责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

报批稿、标准解读和编制说明制订

审核。 

2 朱宝立 男 
主任医师/
党委书记 

江苏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项目技术指导，参与标准草案、征

求意见稿、送审稿的修订审核。 

3 张  明 男 
主任医师/
科主任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协助项目负责人，执行标准结构框

架制订、各阶段质控、内容核定，

负责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

稿、报批稿、标准解读和编制说明

制订审核。 

4 崔  博 男 
研究员/室

主任 

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

环境医学与作

业医学研究所 

项目技术指导，参与标准草案、征

求意见稿、送审稿的修订审核。 

5 张恒东 男 
主任医师/

所长 
江苏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项目技术指导，参加各阶段指标的

讨论确定。 



 3 

（三）起草过程 

1. 前期基础 

本标准修订工作组主要成员和起草单位长期从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评价、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健康检查等相关技术支撑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职业

健康标准项目 10 余项，具备丰富的标准制修订工作经验。标准修订工作组对于

高温作业危害检测、评估及热应激所致健康损伤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断分

级、治疗预后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收集国内外高温相关文献形成综述，

为该项目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2. 项目启动 

该标准修订项目任务下达后，2021 年 6 月成立了由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牵

头，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

研究所等专业技术机构所组成的标准修订工作组，制定标准修订工作方案，确定

标准修订原则，明确高温中暑病例具体指标收集内容，布置各参与单位具体分工

和任务。 

3. 工作进程 

（1）文献收集与综述 

课题组收集工作场所高温作业、体力劳动强度、高温相关标准/指南/共识、

热环境评价方法、高温所致疾患相关研究，常见高温所致疾患病例报道等文献，

6 韩  磊 男 
主任医师/
副所长 

江苏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高温现场资料收集，参加各阶段指

标的讨论确定。 

7 周  伟 男 
主任医师/
科主任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高温现场资料收集，参加各阶段指

标的讨论确定。 

8 翁少凡 男 副主任医师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专家征求意见的整理和汇总分析，

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

报批稿编制、修改。 

9 林大枫 男 副主任医师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文献检索、资料收集，收集专家访

谈资料，资料汇总分析，参与标准

文字录入。 

10 杲修杰 男 副研究员 

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

环境医学与作

业医学研究所 

文献检索、网络报告资料收集，资

料汇总分析，参与标准文字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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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底形成综述，通过研究高温作业及高温危害国内外标准进展，比较

与现行标准的一致性程度，明确标准修订指标备选。 

（2）专家访谈 

编制 GBZ/T 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

标准修订调查表，对国内外相关专家通过现场/网络函访，掌握 GBZ/T 229.3—

2010《工作场所职业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标准修订的意见和建议。 

（3）工作场所高温作业调查与健康状况评估 

制定工作场所高温作业人员调查表，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劳动者所在作业场

所的气象条件［气温、气湿和（或）热辐射强度］及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健康状

况包括但不限于中暑症状、体征、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心电图、生化、B

超，重点关注意识、体温、血压、心律、电解质异常，评估高温作业对作业人员

健康的影响。 

4. 文本修改过程 

（1）起草初稿 

2021 年 7 月，项目组在上述工作基础上，通过对标准研究资料的整理、归

纳和分析，形成标准框架，起草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 

（2）专家讨论 

2021 年 8 月，项目组通过电话、网络视频等方法，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讨论

与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社会征求意见 

2021 年 9 月，项目组向征求意见，共计发出征求意见函 XX 份，收回 xx 份。

项目组对征求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条分析、讨论，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1 年 9 月起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卫生健康标准网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

截止 2020 年 8 月未收到反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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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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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标准相关的文件和标准有：GBZ 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T 224—2010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GBZ/T 189.7—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 7 部分：

高温》、GBZ/T 189.10—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10 部分：体力劳动强

度分级》、GB/T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GB/T 934—2008《高温作业环

境气象条件测定方法》，其中 GB/T 934-2008《高温作业环境气象条件测定方法》、

GB/T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已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第 31 号标准公告宣

布废止。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GBZ 

2.2、GBZ224、GBZ189.7、GBZ189.10 是本项目修订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标准与

GBZ 2.2、GBZ224、GBZ189.7、GBZ189.10 等标准做了协调和衔接。 

本标准修订部分内容参照了国家和省级职业健康行政监管部门、劳动保护部

门、工会组织于 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涉及高温预防控制、防暑降温等方面的规

章制度、通知要求。 

三、国外相关规定和标准情况的对比说明 

（一）国外高温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概述 

截止目前，国外尚无高温作业分级相关的标准规范。 

日本的高温容许标准是指：适应高温环境且熟练作业的健康成年男性劳动者

穿着夏季普通作业服，在补充适当水、盐，连续 1h 作业或 2h 间断性作业时，作

业场所健康、安全且不降低工作效率的冷、热应激条件。以不出现热应激引起的

生理反应为前提，制定了以下高温容许标准（见表 2）： 

表 2   日本高温容许标准 

作业分级 
 

容许温度条件 
RMR 强度 WBGT（�） CET 换算值（�） 

~1 极轻度作业  32.5 31.6 
~2 轻度作业  30.5 30.0 
~3 中度作业  29.0 28.8 
~4 中度作业  27.5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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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作业分级与 RMR 有关，RMR＝[（工作时的能量－消耗量）－（安静时

的能量－消耗量）]/基础代谢量，详见表 3： 

                  表 3    日本劳动作业分级 

高温环境评价是以与热应激所引起的生理反应相对应的高温环境条件为指

标进行的。由于 WBGT 简便、实用,所以是目前最好的高温条件指标。但是,日本

目前还没有普遍应用 WBGT 进行作业场所高温环境评价，作为参考也可以用修

正的实效温度（correctedeffectivetemperature�CET）表示。6CET 换算可使用 Brief

换算公式，将 WBGT 换算为 CET。Brief 换算公式如下： 

CET＝0.786WBGT＋6.0（�） 

美国美国国立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于 2016 年修订了《热环境职业暴露推荐标准》4，对非热

适应和热适应工人高温接触限值分别做了规定，推荐非热适应工人热应激预警限

值（RALs）。 

图 1、图 2 两图的横轴坐标为代谢率，纵轴坐标为湿球黑球温度值（WBGT），

接触限制曲线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RAL [�-WBGT]=59.9-14.1 log10M [W] 

REL [�-WBGT]=56.7-11.5 log10M [W] 

* M 表示以瓦特为单位的代谢率 

图中曲线是基于体重 70 千克（154 磅）和体表面积 1.8m2（19.4 平方英尺)

的“标准人模型”。模型用于对人群数据的变异进行正态化。男性和女性都能很

~5 重度作业  26.5 27.0 
注：相对代谢率（relative metabolic rate，RMR） 

作业分级 
能量代谢（kcal/h） 

RMR 强度 
~1 极轻度作业 

轻度作业 
中度作业 
中度作业 
重度作业 

~130 
~2 ~190 
~3 ~250 
~4 ~310 
~5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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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适应热暴露，并且由于具有相似的耐热生理能力，两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若缩短工时，增加工间休息，则会降低机体的热蓄积，那么工人在较高温度

下工作可能也不会发生健康问题。图中 60、45、30、15min/h 代表每小时在高温

下工作的时长。工作时间越短，热暴露接触限制越高。 

 

图 1    非热适应工人热应激预警限值（RALs） 

以及下图所示推荐的热适应工人热应激暴露接触限值（R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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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热适应工人热应激暴露接触限值（RELs） 

NIOSH 的限值适用于保护绝大多数健康工人免于环境和代谢所致高温引起

的有害健康效应。在如图所示接触限值下，95%的个体均对环境表现出良好的热

调节。当环境温度超过限值，大部分工人都无法正常热调节和维持热平衡，表现

出机体核心温度升高。由于众多因素会影响个体对高温的反应，因此 RALs 和

RELs 限值无法保护所有个体。当评估工人的热应激水平时，专业判断十分重要。 

其他欧美国家，如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均采用通用的 ISO 国际标准：ISO 7243， 

HOT ENVIRONMENTS - ESTIMATION OF THE HEAT STRESS ON WORKING 

MAN, BASED ON THE WBGT-INDEX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该标准中，室内和无日照的室外计算公式如下： 

WBGT = 0.7tnw + 0.3tg 

有日照的室外计算公式： 

WBGT = 0.7tnw + 0.2tg + 0.1tα 

其中 tnw是湿球温度，tg是黑球温度，tα是气温 

最终 WBGT 的计算是按时空加权得到，公式如下： 

WBGT=(WBGT 头+2×WBGT 腹+WBGT 踝)/4 

1989 版和 2017 版 ISO 7243 标准中的 WBGT 参考限值如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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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WBGT 参考限值（1989 版） 
代谢率（W/m2） WBGT 参考值 

热习服（�） 无热习服（�） 

休息 <65 33 32 
65~130 30 29 
130~200 28 26 
200~260 25(26)* 22(23)* 
>260 23(25)* 18(20)* 

参考值使用与劳动者肛温不超过 38�的前提下，*括号里的值代表有轻微的空气流

动。 

表 5   WBGT 参考限值（2017 版） 
代 谢 率

分级 
代谢率（W/m2） WBGT 参考值 

热习服（�） 无热习服（�） 

0 级 115  33 32 
1 级 180 30 29 
2 级 300 28 26 
3 级 415 26 23 
4 级 520 25 20 

 

（二）国内高温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概述 

1. 国内防暑降温相关法律法规 

1960 年 7 月 1 日，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制订了《防暑降温措

施暂行办法》，对高温条件下如何调整单位和个人的生产生活或其他社会活动做

了相关规定。随着社会发展，该条例许多内容与社会经济情况脱节。因此，深圳

市 2005 年率先出台了《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深府〔2005〕138

号）。随后，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7〕

186 号）。同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总工会也联合发布了

《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劳社〔2007〕103 号）。2009 年，

深圳市政府废止了《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关于深圳市高温天气

有关劳动保护工作，统一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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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2010 年，广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东

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非高温作业人

员发放高温津贴的意见》（粤人社发〔2010〕19 号）。2011 年 12 月 1 日广东省

人民政府令第 166 号颁布《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随后，根据《广东

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总工会联

合发布了新的《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人社发〔2012〕118 号），该

通知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

劳社〔2007〕103 号）及《关于非高温作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的意见》（粤人社

发〔2010〕19 号）同时废止。2012 年 6 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1960 年卫生部、劳动部、全

国总工会联合公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同时废止。2015 年，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全国总

工会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63 号），

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将防暑降温工作摆上重要日程。2017 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7 年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函〔2017〕98 号），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做好 2017 年夏季职工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

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19〕562 号），全国总工会印发

《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0〕434

号），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2021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1 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国

卫办职健函〔2021〕346 号）。 

2. 高温作业定义及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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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作业类型一般分成三类：高温高湿作业、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夏季露天

作业。三种类型的高温作业分别有各自的特点。高温高湿作业：其特点是气温高、

气湿大，而热辐射强度不大。主要是由于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水蒸气或生产上要

求车间内保持较高的相对湿度所致。例如印染、缫丝、造纸等工业中液体加热或

蒸煮时，车间气温可达 35�以上，相对湿度常达 90％以上。潮湿的深矿井内气

温可达 30�以上，相对湿度达 95％以上。如通风不良就形成高温、高湿和低气

流的不良气象条件，亦即湿热环境。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如冶金工业的炼焦、炼

铁、轧钢等车间；机械制造工业的铸造、锻造、热处理等车间；陶瓷、玻璃、搪

瓷、砖瓦等工业的炉窑车间；火力发电厂和轮船的锅炉间等。这些生产场所的气

象特点是气温高、热辐射强度大，而相对温度较低，形成干热环境。夏季露天作

业：夏季的农田劳动、建筑、搬运等露天作业，除受太阳的辐射作用外，还受被

地表物体放出的热辐射作用。我国广东地区、及海南岛等热带地区，夏季炎热多

湿，太阳辐射强，平均气温 28�，极端气温 38�~41�，相对湿度可达 85％～98％。

2006 年夏天，我国重庆最高气温达到 44�，重庆市大部分区县最高气温将达

40�~43�。露天作业中的热辐射强度虽较高温车间低，但其作用的持续时间较长，

加之中午前后气温升高，形成高温、强热辐射的作业环境。 

在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体系中，高温作业热环境评价指标经历了由温差到

WBGT 指数（湿球黑球综合温度指数）的变迁。1997 年以前我国的卫生标准中

只有温差一个热环境评价。GB4200—84《高温作业分级》中将高温作业定义为

由于工业企业和服务行业工作地点具有生产性热源，当室外实际气温达到本地区

夏季室外通风设计计算温度时，其工作地点气温高于室外气温 2�或 2�以上的作

业。51997 年颁布的 GB/T4200—1997《高温作业分级标准》首次采用 WBGT 指

数结合工人劳动时间率对高温作业进行了分级，并提出了新的高温作业定义：在

生产劳动过程中，其工作地点平均 WBGT 指数等于或大于 25�的作业。6 以后修

订的高温作业分级标准 GB/T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和 GBZ/T229.3—2010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３部分 高温》均采用 WBGT 指数作为高温

作业热环境评价指标。 

现行高温作业的定义来源有三处。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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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给出的高温作业是指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工作地

点平均 WBGT 指数≥25℃的作业；GBZ/T 224-2010《职业卫生名词术语》给出

的高温作业是指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湿相结合的异常作业

条件、WBGT 指数超过规定限值的作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4 部

门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文件

中给出的高温作业是指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湿（相对湿度

≥80%RH）相结合的异常作业条件、湿球黑球温度指数（WBGT 指数）超过高

温职业接触限值的作业。  

我国现行高温作业分级标准为 GBZ/T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

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另一高温分级标准 GB/T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

于 2017 年 11 月废止。10 GB/T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中按照工作地点 WBGT

指数（按照 GB/T8170-1987 数值修约规则保留到个位）和接触高温作业的时间

将高温作业分为四级，级别越高表示热强度越大，见表 6。 
 

表 6   GB/T4200-2008  高温作业分级表 

 
 

该标准中分级依据 WBGT 最低为 25�，分级对于最短接触时间没有限制

（≤120min），标准分级依据参数中不涉及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分级的主要依据

是接触时间和 WBGT 指数。在使用过程中操作简单、便于现场的管理。 

GBZ/T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 3 部分：高温》标准高

温作业的分级依据接触高温作业时间、劳动强度 WBGT 指数和工作服装阻热性，

按危害程度分为四级，即轻度危害作业（I 级）、中度危害作业（II 级）、重度

危害作业（�级）和极重度危害作业（�级），分级越高，发生热相关疾病的危

险度越高,，见表 7。 

接触高温 
作业时间

（min） 

WBGT 指数（�） 

25-26 27-28 29-30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43 

≤120 � � � � � � � � � � 
≥121 � � � � � � � � — — 
≥241 � � � � � � — — — — 
≥361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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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分级依据 WBGT 最低为 29�，对于低于 29�的接触岗位，标准中未说明

如何分级。标准中接触时间最短为 60min，对于低于 60min 的接触岗位，标准中

也未说明如何分级。也就是说，该分级标准适用于劳动日累计接触高温在 60min

以上的高温作业。不适用于每个工作日累计高温暴露不足 1h 的作业。 

表 7   GBZ/T229.3-2010  高温作业分级表 

劳动强度 
接触高温

作业时间

（min） 

WBGT 指数（�） 
29-30 

（28-29） 
31-32 

（30-31） 
33-34 

（32-33） 
35-36 

（34-35） 
37-38 

（36-37） 
39-40 

（38-39） 
41-

（40-） 

I 
（轻劳动） 

60-120 � � � � � � � 
121-240 � � � � � � � 
241-360 � � � � � � � 

361- � � � � � � � 

II 
（中劳动） 

60-120 � � � � � � � 
121-240 � � � � � � � 
241-360 � � � � � � � 

361- � � � � � � � 

� 
（重劳动） 

60-120 � � � � � � � 
121-240 � � � � � � � 
241-360 � � � � � � � 

361- � � � � � � � 
� 

（极重劳

动） 
 

60-120 � � � � � � � 
121-240 � � � � � � � 
241-360 � � � � � � � 

361- � � � � � � � 
注：括号内 WBGT 指数值适用于未产生热适应和热习服的劳动者。 

 

四、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为 GBZ/T 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

温》的修订版本，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根据国

家职业病相关法律法规、卫生标准、规范和法规性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进行修订，修订过程中综合了与原标准的延续性，并保持与近年来实施的相关

新标准的有效衔接。 

修订标准《工作场所高温作业分级》在现行 GBZ229.3 标准基础上，增加了

高温预防控制措施、接触高温作业时间测量与计算、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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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限值等内容，初步实现高温暴露评估到高温暴露评估、评估后管理的技术闭环。

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及技术指标如下。 

（1）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根据标准内容增加了高温作业、工作场所、工作地点、热应激、生产性热源、

接触高温作业时间、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必要休息时间、工作地点温度等与高

温作业分级有关的标淮术语，保留 GBZ/T 229.3 给出的热应激反应、热平衡、热

适应、热习服、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环境热强度、服装的阻热性、高温作业劳动

-休息制度等名称术语的定义。 

1）高温作业 [work（job） under heat stress] 

现行不同标准对于高温作业的定义不同，主要分为两类： 

①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和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均规定：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其工作地点

平均 WBGT 指数等于或大于 25℃的作业。 

②GBZ 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T 224—2010《职业卫生名

词术语》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4 部门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均规定：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

射、或伴有高气湿相结合的异常气象条件下，WBGT 指数超过规定限值的作业。 

鉴于 GBZ/T 229.3-2010《工业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3 部分：高温》

标准中没有给出高温作业的定义，标准的修订中对于高温作业应给出明确定义，

采用现行较为主流的意见，即采纳 GBZ 1—2010、GBZ/T 224—2010 标准中给出

的定义：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湿的异常气象条件下，劳动

者接触作业环境 WBGT 指数超过高温职业接触限值的作业。 

2）高温天气作业 work（job）under hot weather 

采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4 部门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给出的定义：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

安排劳动者在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的作业。 

3）工作场所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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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为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的所

有地点，GBZ 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T 224—2010《职业卫

生名词术语》给出的定义与其类似，采纳 GBZ 1—2010、GBZ/T 224—2010 给出

的定义：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并由用人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工作地点。 

4）工作地点 work site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为作业人员进行生产操作或为

了观察生产情况需要经常或定期停留的地点。若因生产劳动需要，作业人员在车

间内不同地点进行操作，则整个车间可称为工作地点。GBZ 1—2010《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GBZ/T 224—2010《职业卫生名词术语》给出的定义与其类似，

采纳 GBZ 1—2010、GBZ/T 224—2010 给出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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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或作业地点。 

5）热应激 heat stress 

采纳 GBZ/T 224-2010《职业卫生名词术语》给出的定义：综合劳动者的代

谢热、气象条件（即气温、湿度、气流和热辐射）以及防护要求的所接触的热负

荷净值。 

6）生产性热源 productive hot source 

采纳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产

生和散发热量的生产设备、产品或工件等。 

7）高温天气 hot weather 

采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4 部门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给出的定义：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

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 35℃以上的天气。 

8）接触高温作业时间 the working time exposed in hot environment 

部分采纳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并作适当修改：劳

动者在一个工作日内实际接触高温作业的累计时间（min）。 

9）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 allowable continuous heat exposure time，A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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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采纳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并作适当修改：允

许劳动者在热环境中连续工作的时问。 

10）必要休息时间 necessary rest time，NRT 

采纳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持续接触热环境后保证

生理功能得到恢复所必须的休息时间。 

11）工作地点温度 temperature of work site 

部分采纳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并作适当修改：

在一个工作班内，工作地点距地面 1.5m 高处测得的最高气温。 

12）室内外温差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oor and outdoor temperature 

采纳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给出的定义：对工作地点和室外温度

进行实际测定后计算出来的差值。 

（2）增加了高温作业类型  

根据工作场所的高温作业按有无生产性热源分为有生产性热源的工作场所

和无生产性热源的工作场所。有生产性热源的工作场所分为高温、强热辐射作业

和高温、高湿作业两种类型，其中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场所的气象特点是气温高、

热辐射强度大，而相对湿度较低，容易形成干热环境；高温、高湿作业场所的气

象特点是气温与相对湿度均高，而热辐射强度不大，容易形成湿热环境。 

无生产性热源的工作场所即为高温天气作业，其气象特点是热辐射强度虽较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车间低，但劳动者一般高温作业时间较长。特别是夏季露天

作业，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常形成高温与热辐射的联合暴露。 

高温高湿作业：其特点是高气温、气湿大，而热辐射强度不大。主要是由于

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水蒸气或生产上要求车间内保持较高的相对湿度所致。例如

印染、缫丝、造纸等工业中液体加热或蒸煮时，车间气温可达 35�以上，相对湿

度常达 90％以上。潮湿的深矿井内气温可达 30�以上，相对湿度达 95％以上。

如通风不良就形成高温、高湿和低气流的不良气象条件，亦即湿热环境。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如冶金工业的炼焦、炼铁、轧钢等车间；机械制造工业

的铸造、锻造、热处理等车间；陶瓷、玻璃、搪瓷、砖瓦等工业的炉窑车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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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电厂和轮船的锅炉间等。这些生产场所的气象特点是气温高、热辐射强度大，

而相对温度较低，形成干热环境。 

夏季露天作业：夏季的农田劳动、建筑、搬运等露天作业，除受太阳的辐射

作用外，还受被加热的地面的周围物体放出的热辐射作用。我国广东地区及海南

岛等热带地区，夏季炎热多湿，太阳辐射强，平均气温 28�，极端气温 38�~41�，

相对湿度可达 85％～98％。2006 年夏天，我国重庆最高气温达到 44�，重庆市

大部分区县最高气温达 40�~43�。露天作业中的热辐射强度虽较强热辐射车间

低，但其作用的持续时间较长，加之中午前后气温升高，形成高温、热辐射的作

业环境。 

高温作业类型补充为不同高温作业分级判定及管理提供依据。 

（3）对高温作业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  

1）调整高温作业 WBGT 分级参数  

基于 GBZ229.3 与 GBZ2.2 高温职业接触限值在高温作业判定存在不协调不

配套，主要表现在：有些在 GBZ/T 229.3-2010 中属于高温危害作业的，在

GBZ2.2-2007 却不超标，而有些在 GBZ2.2-2007 中超标的，在 GBZ/T 229.3-2010

中却没有分级标准。如：劳动强度Ⅰ、接触时间率 100%，WBGT29.5℃，在 GBZ/T 

229.3-2010 中属于中度危害作业，但在 GBZ2.2-2007 中符合标准；劳动强度Ⅱ、

接触时间率 100%，WBGT28.5℃，在 GBZ2.2-2007 中超标，但在 GBZ/T 229.3-2010

中却没有分级标准。工作组针对高温职业接触限值与 GBZ229.3 对表 1 做了测算

和适配性调整。调整高温分级 I 级 WBGT 临界值，使之在同一体力劳动强度、

接触时间区间与 GBZ2.2 第 10 章节高温接触限值表 8 的参数一致。 

2）补充低暴露时间、低 WBGT 指数的高温作业等级 

原 GBZ/T 229.3 标准中表 1 高温分级 WBGT 指数最低为 29�，对于 WBGT

指数低于 29�的接触岗位，标准中未作分级；该分级标准适用于劳动日累计接触

高温在 60min 以上的高温作业，对劳动者单一工作日累计高温暴露低于 60min

的高温作业未作分级。为了确保本标准中高温作业分级与 GBZ2.2-2007 中高温职

业接触限值标准相衔接，本次修订增加了劳动者在各级劳动强度、各段高温接触

作业时间，其 WBGT 指数为 25~26、27~28（�）的高温作业相应分级，以及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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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单一工作日累计高温暴露低于 60min 的所有 WBGT 指数的高温作业相应分

级。 

3）拓宽标准使用范围 

表 1 中“－”非高温作业，其 WBGT 指数符合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高温职业接触限值，阐明非高温作

业 WBGT 指数值可直接用于高温职业接触限值符合性判定。 

（4） 调整了高温作业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分级依据及判定方法、分级判

定  

近十年来，国家部委及各省市相继出台了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及防暑降温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4 部门关于印发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文件、《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

于做好 2021 年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上述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为我国近年来高温防控方面阶段性重要工作成果，同时也为高

温作业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分级依据及判定方法、分级管理原则的修订提供的

技术参照。 

现行 GBZ/T229.3—2010《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 3 部分：高温》

标准高温作业的分级依据接触高温作业时间、劳动强度 WBGT 指数和工作服装

阻热性，按危害程度分为四级，即轻度危害作业（I 级）、中度危害作业（II 级）、

重度危害作业（Ⅲ级）和极重度危害作业（Ⅳ级），分级越高，发生热相关疾病

的危险度越高，见下表。该标准的分级依据综合考虑了体力劳动强度、高温作业

时间、WBGT 指数、服装的阻热性因素，对于高温作业按照分级制定了管理原

则，从管理、防护、健康保健及应急等多方面区别化管理，较为全面。 

本次修订将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涉及高温分级的内容吸收纳入本标准

的作业分级原则与基本要求、分级依据及判定方法、分级判定等标准章节中。 

（5）增加了高温作业管理原则、接触高温作业时间测量与计算、高温作业

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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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高温作业预防控制的全流程管理，本次修订将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中涉及高温作业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的内容吸收纳入高温作业管理原则章节

中，并参照 GB/T4200—2008 相关内容，增加了高温预防控制措施、接触高温作

业时间测量与计算、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等内容，作为规范性附录

方便标准使用对象参照使用，初步实现高温暴露评估到高温风险评估、评估后管

理的技术闭环。 

五、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 
暂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暂无。 

七、实施标准的建议 
暂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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