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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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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8409—2012《个体防护装备  足部防护鞋（靴）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与

GB/T 28409—2012相比，除了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更改为全文强制； 

——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2年版的第 2章）； 

—— 增加了术语与定义（见第 3章）； 

—— 更换了足部防护装备常见种类（第 4章，见 2012年版的第 3章）； 

—— 删除了足部防护鞋（靴）的选择和使用的通用原则、基于人体功效特征的选用原则选用指南

和选用流程（见 2012年版的 4.1、4.3、4.4）； 

—— 增加了足部防护装备的使用（见第 6章）； 

—— 更改了足部防护装备维护的一般原则（见 7.1，2012 年版的 5.1）； 

—— 更改了足部防护装备的判废原则（见 7.2，2012年版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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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2年首次发布为 GB/T 28409—2012；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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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对于足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生产中为预防物理和化学等因素伤害足部而配备的足部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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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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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 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 20098  足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20231699-Q-450） 

GB 20265  足部防护 防化学品鞋 

GB 21148—2020  足部防护 安全鞋 

GB 28288  足部防护 足趾保护包头（20242811-Q-450） 

GB XXXXX  足部防护 防刺穿垫（20242817-Q-450） 

3 术语和定义 

GB 12903、GB 20098、GB 20265、GB 21148—2020、GB 28288和GB XXXXX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4 足部防护装备的种类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 

4.1.1 分类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应按照表1分类。 

表1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的分类 

规定代号 分类 

Ⅰ类鞋 用皮革和/或其他材料制成的鞋，全橡胶或全聚合材料鞋除外 

Ⅱ类鞋 全橡胶（即完全硫化的）或全聚合材料（即完全模制）的鞋 

 

4.1.2 式样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应符合图1给出的式样之一。 

注： Ⅱ类鞋的鞋帮上部可以装有其他材料。混合鞋的要求见GB 21148—2020的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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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能适合穿着者的各种延长部分； 

A——低帮鞋； 

B——高腰靴； 

C——半筒靴； 

D——高筒靴； 

E——长靴。 

注： 式样E是在高筒靴（D型）上装一种薄的、能延长帮面的不渗水或防沙材料，且该材料能裁剪以适合穿着者。 

图1 足部防护装备鞋类产品的式样 

足部防护非鞋类装备 

足部防护非鞋类装备依据其防护功能、产品形态或使用场合被归为某种类型如下： 

—— 防护袜套； 

—— 防护鞋套。 

5 足部防护装备的选择 

一般原则 

5.1.1 足部防护装备应符合 GB 20098和相适应的产品标准要求。 

5.1.2 在选择前足部防护装备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a) 作业场所存在的风险因素是单一风险还是多种风险因素的组合，对于同时存在多种风险因素

的情况，选择的足部防护装备应可同时防御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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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足部防护装备的级别是否能抵御足部可能受到的伤害，如果无法判断危害级别，选择的足部防

护装备应能提供最高等级防护。 

5.1.3 附录 A给出了足部防护鞋类装备的选择示例。 

基于防护性能需求的选择 

5.2.1 对于存在重物坠落或压脚的作业环境，应选用具有足趾保护功能的足部防护装备。 

注1：具有足趾保护功能的足部防护装备应在其规定的防护范围内使用。 

注2：在磁性和带电作业的工作场所，应采用非金属足趾保护包头。 

5.2.2 对于存在铁钉等尖锐物体的作业环境，应选用具有抗刺穿性的足部防护装备。 

注： 在磁性和带电作业的工作场所，应采用非金属防刺穿垫。 

5.2.3 对于存在净电荷聚集的爆炸风险作业环境（如处理炸药），应选用具有导电功能的足部防护装

备。 

5.2.4 对于存在静电火花发生引燃或引爆的风险作业环境，需消散静电荷、减少静电聚积，应选用具

有防静电功能的足部防护装备。 

5.2.5 对于存在电击风险的作业环境，应选用具有电绝缘功能的安全鞋。 

注： 在有切割、穿刺危险、可能降低电绝缘功能的机械或化学侵犯场所，不宜使用具有电绝缘功能的安全鞋。 

5.2.6 当进入化学或化学原料相关场所作业时，应选用防化学品鞋。 

注： 在易燃易爆化学品作业中使用的防化学品鞋，应同时具备防静电功能。 

5.2.7 在寒冷天气的户外作业、食品冷库作业或其他极寒冷环境中作业时，应选用具有防寒功能的安

全鞋，防寒功能需满足作业环境的使用要求。 

5.2.8 在铸造厂、焊接作业或其他极高温作业环境中作业时，应根据实际需求选用具有隔热功能、阻

燃功能和/或外底耐热接触功能的安全鞋，隔热功能需要满足作业环境的使用要求。 

注： 具有隔热功能的足部防护装备应在其规定的防护范围内使用。 

6 足部防护装备的使用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 

在使用足部防护鞋类装备时（例如安全鞋、防化学品鞋等），应严格按照产品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

明进行使用。 

对于提供了可移动鞋垫的足部防护鞋类装备，使用时鞋垫不应移走或增加，且仅可由原鞋制造商提

供的同等鞋垫代替；对于未提供鞋垫的足部防护鞋类装备，使用时不应增加鞋垫。 

6.1.1 使用具有足趾保护功能的安全鞋应考虑以下因素： 

a) 足趾保护功能应符合 GB 21148—2020中 6.2规定的要求； 

b) 受过重物坠落以致砸伤损伤的安全鞋不应继续使用。 

6.1.2 使用具有抗刺穿性的安全鞋应考虑以下因素： 

a) 抗刺穿功能应符合 GB 21148—2020中 6.3规定的要求； 

b) 受过穿刺损伤的具有抗刺穿性的安全鞋不应继续使用。 

6.1.3 使用具有导电性功能的安全鞋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导电性功能应符合 GB 21148—2020中 6.4.1规定的要求； 

b) 不应在有电击风险的工作场所中使用； 

c) 如果在鞋底材料被污染的场所穿用安全鞋，穿着者每次进入危险区域前应当检查所穿鞋的电

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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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使用具有导电功能安全鞋的场所，地面电阻不应使安全鞋提供的防护失效。 

e) 如果鞋垫出现磨损，在使用前应确认安全鞋的电阻值符合标准的要求； 

f) 使用具有导电功能安全鞋时不应穿用绝缘袜。 

6.1.4 使用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安全鞋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在使用期限内安全鞋应符合 GB 21148—2020中 6.4.2 规定的要求； 

b) 不应在有电击风险的工作场所中使用； 

c) 如果在鞋底材料被污染的场所穿用安全鞋，穿着者每次进入危险区域前应当检查所穿鞋的电

阻值； 

d) 在使用具有防静电功能安全鞋的场所，地面电阻不应使安全鞋提供的防护失效。 

e) 在使用中，鞋内底和穿着者的脚之间不得有绝缘部件； 

f) 如果内底和脚之间有鞋垫，则应检查鞋/鞋垫组合体的电阻值； 

g) 如果鞋垫出现磨损，在使用前应确认安全鞋的电阻值符合标准的要求； 

h) 使用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安全鞋时不能穿用绝缘袜。 

6.1.5 使用具有电绝缘功能的安全鞋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在使用期限内安全鞋应符合 GB 21148—2020中 6.4.3 规定的要求； 

b) 应检查安全鞋的耐压级别是否提供足够保护； 

c) 穿用安全鞋时应保持鞋帮干燥； 

d) 如果鞋变脏或被污染（特别是鞋帮），应按照制造商推荐的方法清洁和干燥； 

e) 穿用安全鞋时应避免接触锐器、高温物体及腐蚀性物质，鞋底被腐蚀或破损后，不能再视为具

有电绝缘功能； 

f) 若需在污染鞋底材料的场所穿用（例如化学药品生产车间等），应在进入这类危险区域的显著

位置设置影响安全鞋电绝缘功能的警告标志。 

6.1.6 使用具有极热防护功能的安全鞋时应避免接触锐器，鞋帮或鞋底被破损后，应立即更换。 

6.1.7 使用具有极寒防护功能的安全鞋时应避免接触锐器，鞋帮或鞋底被破损后，应立即更换。 

6.1.8 使用防化学品鞋应注意：每种防化学品鞋都有它的适用性，防护种类不同的化学品鞋不能混用。

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场所危害因素识别的结果进行选用，并严格参照防化学品鞋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

明。 

足部防护非鞋类装备 

在使用非鞋类足部防护装备时，例如防护袜套、防护鞋套等，应严格按照产品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

明进行使用。 

7 足部防护装备的维护 

一般原则 

7.1.1 应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对足部防护装备实施储存、检查和维护。 

7.1.2 在使用完后应进行清洁和保养。 

7.1.3 使用完后，应将潮湿的足部防护装备和配件放置在干燥通风处，但不应靠近热源，避免装备过

于干燥而导致出现龟裂。 

7.1.4 对足部防护装备产品说明书中提示可修复的缺陷，应予以修复后使用。 

7.1.5 使用前，应对足部防护装备进行外观缺陷检查，一旦出现危及功能性的破损应立即停止使用。 

电性能检查 



GB 28409—202X 

7 

应根据相关标准或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要求定期进行电性能检测。 

判废原则 

单位为毫米 

    

 

a)                                           b)                    

  

c)                                           d)                    

 

e)                                          f)                     

图2 鞋的外观缺陷评估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予判废处理，包括： 

a) 在进行外观缺陷检查，出现以下特征： 

—— 帮面出现明显裂痕，裂痕深及帮面厚度的一半（见图 2a）； 

—— 帮面出现严重磨损、包头外露（见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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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面变形、烧焦、融化或发泡，或腿部部分的裂开（见图 2c）； 

—— 装备底裂痕长度大于 10 mm，深度大于 3 mm（见图 2d）； 

—— 帮底结合处的裂痕长度大于 15 mm 和深度大于 5 mm，装备出现穿透； 

—— 防滑装备防滑花纹高度低于 1.5 mm（见图 2e）； 

—— 装备的内底、内衬明显变形及破损。注意检查内衬与包头边缘处，如有损坏可造成伤害

（见图 2f）。 

b) 足部防护装备在使用或保管储存期内遭到严重破损； 

c) 超过生产商明示的储存期和/或使用期等； 

d) 所选用的足部防护装备经定期检验或抽查为不合格； 

e) 满足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规定的其他判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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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的选择（示例）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的选择示例见表A.1。 

表A.1 足部防护鞋类装备的选择（示例） 

作业类别 
工作环境的风险因素（被预知

风险）及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对应的防护特性 

可选择或使用具有相应功能的足

部防护鞋类装备 

存在物体坠落、撞击的作业 

机械伤害 

—— 坠落物体 

—— 压力 

—— 锋利物体 

—— 滑 

—— 抗冲击 

—— 耐压 

—— 防刺穿 

—— 防滑 

具有足趾保护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足趾保护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防刺穿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防滑功能的安全鞋 

接触锋利器具作业 

机械伤害 

—— 尖锐物 

—— 坠落物体 

—— 防刺穿 

—— 抗冲击 

具有防刺穿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保护足趾功能的安全鞋 

在电气设备上及低压带电作业 
电流伤害 

—— 带电作业（触电） 
—— 电绝缘 具有电绝缘功能的安全鞋 

高温作业 

热烧灼 

—— 热表面 

—— 热环境 

—— 外底耐热 

—— 隔热 

具有外底隔热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隔热功能的安全鞋 

易燃易爆场所作业 
火灾 

—— 静电荷积累 
—— 防静电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安全鞋 

可燃性粉尘场所作业 

化学爆炸 

—— 静电荷积累 

—— 火药制造 

—— 防静电 

—— 防静电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安全鞋 

高处作业 
坠落 

—— 滑 
—— 防滑 具有防滑功能的安全鞋 

腐蚀性作业 
化学灼烧 

—— 化学品 
—— 防化学品 防化学品鞋 

水上作业 

滑倒、浸水 

—— 积水 

—— 滑 

—— 防水 

—— 防滑 

具有防水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防滑功能的安全鞋 

强光作业 

辐射伤害 

—— 热表面 

—— 热辐射 

—— 火花 

—— 抗热接触 

—— 耐热 

—— 抗辐射热 

—— 阻燃 

焊接作业防护鞋（靴） 

易污作业 

爆炸、燃烧 

—— 静电荷积累 

—— 油 

—— 防静电 

—— 耐油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耐油功能的安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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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作业类别 
工作环境的风险因素（被预知风

险）及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 对应的防护特

性 

可选择或使用具有相应功

能的足部防护鞋类产品 

低温作业 
影响体温调节 

—— 冷环境 
—— 防寒 具有防寒功能的安全鞋 

人工搬运作业 
滑倒 

—— 滑 
—— 防滑 具有防滑功能的安全鞋 

野外作业 

影响体温调节 

—— 冷环境 

—— 水滴 

—— 滑 

—— 防寒 

—— 防水 

—— 防滑 

具有防寒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防水功能的安全鞋 

具有防滑功能的安全鞋 

注： 对于环境中不同的足部伤害因素，应选择相应的多功能足部防护鞋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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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4〕46 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安全生产

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专项计划的通知》的要求，下达了《足部防护装备的

选择、使用和维护》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修订任务，计划编号为 20242816-Q-450。

与此同时，该项目属于落实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标准优化评估工作方案》“„

到 2025 年底，争取将安全生产强制性标准占比提升至 90%，完善以强制性标准

为主体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工作方案的要求之一。该项目由应急管理部提出并

归口，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所负责牵头编制。 

（二）协作单位 

标准协作单位为：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安丹达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浙江旭美防护用品有限公

司、山东卫尔盾防护科技有限公司、阿尔斯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等。各单位

派出多名专家参与标准编制过程的研讨和制定，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文件编写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阶段（2024年 02月~06月）：标准编制组进行了标准修订启动会议，会

上各专家进行了研讨并初步确定了修订方向和各项任务。会后，标准编制组各成

员分别对国内外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初步掌握了国内目前关于足部防护装备选

择、使用和维护的标准现状。标准编制组归纳梳理了标准框架，并征求了标准的

制定意见，确立了标准编写的方向。 

第二阶段（2024 年 07 月）：标准编制组整理分析调研资料及各方面反馈意

见，初步确定具体的内容及篇章设计。初步形成了《足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

和维护》制修订计划和主要修订的内容。 

第三阶段（2024年 08月~09月）：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修订实施方案分配具

体工作；考察了国内足部防护装备生产企业以及相关央国企等使用单位，收集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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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维护情况及相关技术内容。分析整理集中各章节内容，

根据《足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标准修订要求，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

稿。 

第四阶段（2024年 10月~12月）：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内容，召开了多次标

准研讨会，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研讨会后的意见，对初稿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标

准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如下： 

表 1 起草人及分工情况 

序号 起草人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1 龙显淼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负责标准项目的申报、任务下达后标准框

架的构建、国内足趾保护包头生产企业的

调研；包括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

稿、送审稿、报批稿及其编制说明在内的

文本起草和校对工作。 

2 „ „ „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先进性原则 

标准编制组参考了 GB 21148—2020《足部防护 安全鞋》、GB/T 20991《足部

防护 鞋的测试方法》等多项新近发布的技术文献，并结合国内足部防护装备产

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技术性改动，确保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的先进、规范与科学。 

2.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与包括 GB 21148—2020《足部防护 安全鞋》、GB 20265—2019

《足部防护 防化学品鞋》等在内的其他已发布或已施行的足部防护相关国家标

准相协调一致。 

3.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的修订是紧密结合国内足部防护产品类型和功能，符合当前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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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实际和检验测试技术的现状，确保新制定的标准落地后利于实施和推广。 

4.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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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编写规则进行制定。 

（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1.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本次标准修订引用标准情况见表 2。 

表 2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序 

号 

第一次出现 

的条款号或 

附录号 

主要内容 
引用文件号 

/标准号 

引用文件 

/标准名称 

引用的主要相

关内容 

1 3 术语和定义 GB 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术语和定义 

2 3 术语和定义 GB 20098 足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 术语和定义 

3 3 术语和定义 GB 20265 足部防护 防化学品鞋 术语和定义 

4 3 术语和定义 GB 21148 足部防护 安全鞋 术语和定义 

5 3 术语和定义 GB 28288 足部防护 足趾保护包头 术语和定义 

6 3 术语和定义 GB XXXXX 足部防护 防刺穿垫 术语和定义 

2. 调研足部防护产品和标准实施情况 

为了解 GB/T 28409—2012 的实施情况，起草组调研了国内外多家相关生产

企业和使用单位。目前各使用单位普遍反映该标准中的内容适宜，对该标准中的

主要要求均已掌握，对标准的接受程度较高。但部分生产单位反馈标准中关于电

性能检测的要求过于严苛且没有明确划分职责方，使得标准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与此同时，结合调研结果发现标准中涉及到的部分产品已随着行业

发展迭代更新，部分产品不再适用于足部防护装备领域。 

鉴于该标准需转化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虽然标准实施运行时间较长、未发现

明显错误导致无法使用的情况，但仍建议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修改标准内容。 

（三）新旧标准技术内容变化的依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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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准 GB/T 28409—2012 虽年代较早，但其相关技术内容并未完全过时。

本标准文件相比旧版标准，除对标准的行文结构进行调整外，仅根据实际使用情

况对部分要求进行了调整。除此之外，结合标准制修订计划，删除了原标准中不

适用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内容。本次修订标准技术内容相比旧版标准的具体变化

见下表： 

条款号 

技术内容变化 
2012 版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1 范围 
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标准不适用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了已废止的标准，增加了个体防护装备

术语、足部防护装备领域现行的通用技术规

范标准及产品标准。 

/ 3 术语和定义 按照 GB/T 1.1 的要求，增加了此章节。 

3 足部防护鞋（靴）

的常见种类 

4 足部防护装备的种

类 

按照足部防护装备领域现行国家标准，更改

了足部防护装备种类的描述。按照鞋类产品

及非鞋类产品进行区分。 

4 足部防护鞋（靴）

的选择和使用 

5 足部防护装备的选

择 

删除了足部防护装备的通用原则、基于人体

功效特征的选用原则及选用流程，更改了基

于防护需求的选用原则及选用指南。 

/ 
6 足部防护装备的使

用 

增加了足部防护装备的使用要求，并按照鞋

类产品及非鞋类产品分别叙述。 

5 足部防护鞋（靴）

的维护指南 

7 足部防护装备的维

护 

删除了导电鞋（靴）、防静电鞋（靴）的电

性能检查。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一）采标情况 

本标准文件未进行采标。 

（二）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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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文件与 ISO/TR 18690:2012(E)，主要差别体现在文本描述和部分专

用名词适配上，总体技术水准和国外同类型标准相比不存在差异，在技术水准上

和其一致。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不适用。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文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与我国现行的个体防护装备标准体系中相关

配备选用标准、产品标准等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协调一致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与本标准文件配套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有： 

GB 20265—2019《足部防护 防化学品鞋》，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于

2020年 07月 01日实施。 

GB 21148—2020《足部防护 安全鞋》，于 2020年 07月 23日发布，于 2021

年 08月 01日实施。 

GB 20098 《足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20231699-Q-450），暂未发布。 

GB 28288  《足部防护 足趾保护包头》（20242811-Q-450），暂未发布。 

GB XXXXX  《足部防护 防刺穿垫》（20242817-Q-450），暂未发布。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与本标准文件配套的国家推荐性标准有： 

GB/T 20991 足部防护 鞋的测试方法（20204654-T-450）； 

该标准最新修订版暂未发布实施。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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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渡期建议及理由（实施标准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文件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建议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内

加强对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指导，建议在本标准颁布、实施后由相关部门及时组

织对本标准的宣贯，尽可能减少成本投入，尽快完成标准过渡，为老旧产品退出

市场留出时间。 

本文件实施所需的技术条件是成熟的，建议按照正常流程进行本文件的发布

和实施，建议过渡期 12个月。 

（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等 

在社会层面，该标准的实施将显著提升劳动者的足部安全与健康水平。通过

规范足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劳动者能够更有效地避免在工作环境中

因危险因素或意外事故导致的足部伤害。这不仅能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能

增强用人单位的安全管理意识，推动社会安全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此外，该标准

还将提高公众对足部防护装备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形成更加浓厚的安全氛围。 

在经济层面，该标准的实施将促进防护装备产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高质量

发展。通过明确足部防护装备的常见种类及选择、使用和维护的指南，该标准将

引导生产企业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这将有助于

提升国内防护装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产品出口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

该标准还将降低用人单位因足部伤害导致的医疗费用、工伤赔偿等成本支出，提

高防护鞋的使用寿命，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

效率和减少因足部伤害导致的停工和减产，该标准还将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

益。 

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

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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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二）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与实施和处罚违反本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

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保障措施中规定

“（四）严格追责问责。对未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因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混乱给作业人员带来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通报与否均应说

明理由） 

本标准无需进行对外通报。本标准仅适用于国内产品。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文件实施发布之日起，现行的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 28409—2012《足

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即行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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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标准文件主要涉及足部防护装备，如安全鞋（靴）、防化学品鞋（靴）等。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