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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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 GB 39800 的第12部分。

GB 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已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

——第3部分：冶金、有色；

——第4部分：非煤矿山；

——第5部分：建材；

——第6部分：电力；

——第7部分：电子；

——第8部分：船舶；

——第9部分：汽车；

——第X部分：机械；

——第X部分：地铁；

——第X部分：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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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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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个体防护装备又称劳动防护用品，是保护亿万劳动者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从业人员正确

佩戴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是做好我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因此，制定强制性个体防

护装备配备标准是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要求的具体化、标准化。GB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规范》旨在确立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要求，拟由以下十二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的总体要求，包括配备原则、配备

流程、作业场所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个体防护装备的选择、判废和更换、培训和使用等。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目的在于确立石油、化工、天然气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等。

——第3部分：冶金、有色。目的在于确立冶金、有色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

因素的辨识和评估等。

——第4部分：非煤矿山。目的在于确立非煤矿山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

的辨识和评估等。

——第5部分：建材。目的在于确立建材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第6部分：电力。目的在于确立电力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第7部分：电子。目的在于确立电子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第8部分：船舶。目的在于确立船舶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第9部分：汽车。目的在于确立汽车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第10部分：机械。目的在于确立机械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第11部分：地铁。目的在于确立地铁运营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

识和评估等。

——第12部分：建筑。目的在于确立建筑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

评估等。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是在对特定工种的危害因素进行充分辨识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同行业的

工种面临的危害因素差别很大，因此，按照行业的不同编制为分部分文件，共同构成我国个体防护装备

配备管理标准体系。未来，将根据情况适时把更多行业纳入进来，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管

理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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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分：建筑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施工行业各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即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的总体要求、危害因素的

辨识和评估及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从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建筑单位消防用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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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0.1—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 6095-2021 坠落防护 安全带

3 术语和定义

GB 39800.1—202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原则、配备管理及配备流程按 GB 39800.1—2020 执行。

5 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用人单位应结合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特点，按照 GB 39800.l—2020 中 4.2 的要求对其生产过程

中可能涉及到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危害评估。用人单位可根据表 1 所列的作业类别，或参考附录 A 所

列的工种进行危害因素的辨识，对所辨识的危害因素进行危害评估，以此作为选择适用个体防护装备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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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

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 通用 进入建筑施工现场 /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施工现场观摩、检查以及所有施工

作业

1 高处作业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

m及 2m以上，且有坠落

风险的场所作业

高处坠落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03 缓冲器

ZL-06 水平生命线装置

ZL-07 速差自控器

ZL-08 自锁器

ZL-09 安全网

ZL-11 挂点装置

在吊篮、剪叉式升降车、直臂车、

曲臂车上进行作业，脚手架搭拆作

业，高层钢结构安装、外幕墙安装

作业，挂篮移动作业，高边坡框格

梁支模、混凝土浇筑作业，盖梁施

工作业等

2

存在物体坠

落、撞击的

作业

有物体坠落或横向上可

能有物体相撞的作业
物体打击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ZL-09 安全网

脚手架及模板支撑体系安拆作业，

在卸料平台进行材料码放、吊运作

业，桥梁墩柱模板安拆作业，架桥

机架梁作业等

3

有碎屑或液

体飞溅的作

业

作业过程中可能有碎屑

或液体飞溅的作业
物体打击等

TB-01 安全帽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混凝土剔凿、路面破碎作业，隧道

及路基土石方凿岩打孔作业，炮眼

冲孔清理作业，混凝土泵管、泵车

冲洗作业，用高压水流冲洗车轮、

路面作业等

4
人工搬运

作业
通过人力搬运的作业 物体打击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钢管、钢筋、水泥、玻璃、门窗、

石材、砖块等材料人工搬运码放

作业等

5 带电作业

接触带电部分的作业，

身体的任一部分，使用

的工具、装置、设备进

入带电区域内的作业

触电、电弧伤害

等

TB-01 安全帽

aFZ-01 防电弧服

SF-01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ZB-01 安全鞋

使用电压表、电流表测量用电线

路的电压、电流，配电室内进行

作业，配电箱、开关箱送电、断

电作业，外电防护架搭设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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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

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6

操作转动机

械作业、接

触锋利器具

作业

机械设备运行中引起的

绞、碾等伤害的作业，

使用的工具或设备易对

操作者产生割伤、刺伤

等伤害的作业

机械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ZB-01 安全鞋

操作套丝机进行钢筋加工作业，砂

浆、混凝土、沥青搅拌设备、风机

操作及维修调试等金属切割、打磨

作业，操作木工圆盘锯、手持圆盘

锯、切缝机等机械设备作业等

7 起重作业

利用起重机械或工具，

垂直升降或水平移动重

物的作业

起重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操作塔式、门式、桥式起重机、汽

车吊等起重机械或利用滑轮、卷扬

机、电动葫芦、自制吊架、绳索等

起重工具吊运重物的作业，进行起

重指挥、捆绑吊物、挂钩作业等

8
易燃易爆场

所作业

作业场所存在易燃易爆

物质并可能引起燃烧、

爆炸。

火灾、爆炸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2 防静电服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FZ-12 阻燃服

SF-04 防静电手套

SF-05 防热伤害手套

ZB-01 安全鞋（防静电）

在乙炔、氧气瓶存放点进行搬运装

卸作业，在含瓦斯隧道、天然气管

线附近进行的施工作业等

9

地面存在尖

利器物的作

业

作业平面上可能存在对

作业人员脚部或腿部产

生刺伤伤害的作业。

其他伤害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模板支设、拆除作业，钢筋绑扎作

业等

10

高温热接触

或热辐射作

业

存在热的液体、气体对

人体的烫伤，热的固体

与人体接触引起的灼

伤，火焰对人体的烧伤

以及炽热源的热辐射对

人体的伤害等情况的作

业

高温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YM-01 焊接眼护具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FZ-05 隔热服

FZ-06 焊接服

FZ-12 阻燃服

SF-05 防热伤害手套

SF-07 焊工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隔热）

电焊、气焊、气割作业，热熔法防

水卷材施工作业，沥青混凝土摊

铺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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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

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11

铲、装、挖、

推机械操作

作业

铲运、装载、挖掘、推

土等机械设备的操作与

驾驶作业

车辆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操作或驾驶铲运机、装载机、挖掘

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的作业等

12
车辆驾驶作

业

各类机动车辆驾驶的作

业
车辆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施工现场内渣土车、货车、叉车、

三轮车等车辆的驾驶作业等

13 振动作业

某个部位或全身承受振

动或处于不易忍受的振

动环境中的作业

振动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混凝土振捣作业，利用手扶式夯土

机进行土方夯实作业，使用风镐、

电锤进行剔凿、破碎、拆除的作业，

操作液压打拔机进行打桩、拔桩的作

业，风钻钻孔作业等

14
吸入性粉尘

作业

接触粉尘、烟、雾等颗

粒物，经呼吸道吸入对

人体产生伤害的作业

粉尘伤害、中毒

等

TB-01 安全帽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HX-0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HX-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混凝土及石膏面层打磨作业，石材

切割作业，隧道喷射混凝土作

业，隧道出渣施工，封闭空间焊

接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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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故或

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15
有限空间作

业

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中作业,包括在缺氧即

空气中含氧浓度小于

19.5%和毒气、有毒气

溶胶超过标准并不能

排出等场所中作业

中毒、窒息等

TB-01 安全帽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HX-03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

吸器

HX-04 自给闭路式氧气逃生呼

吸器

HX-05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

吸器

HX-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

生呼吸器

HX-09 自吸过滤式逃生呼吸器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11 挂点装置

消防水池、基坑肥槽内防水及抹灰作

业，封闭井底清理作业，在沥青油

罐、天然气储气罐中检修作业，钢

箱梁、管道、容器内的焊接、涂装、

防水、防腐与清淤作业等

16 噪声作业

存在有损听力、有害

健康或有其他危害的

声音，且每天 8h或每

周 40h噪声暴露等效

声级大于或等于 80

dB（A）的作业

听力损伤等

TB-01 安全帽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锤击桩施工，混凝土振捣作业，隧

道爆破作业，使用电锤、电镐破碎

作业，混凝土路面破碎施工，隧道

风钻钻孔作业等

17 高温作业

在气温超过国家规定

温度的作业场所进行

作业

高温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5 防热伤害手套

ZB-01 安全鞋

高温天气露天混凝土浇筑、防水施

工、外墙抹灰、喷涂作业等

18 低温作业

作业地点平均气温等

于或低于5℃的作业，

或接触低温物体造成

伤害的作业

低温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2 防寒手套

ZB-01 安全鞋

冬季户外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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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故

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19 地下作业

进行地下管网铺设、地

下挖掘作业以及隧道施

工

坍塌、冒顶片

帮、透水、中毒、

窒息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HX-03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

吸器

HX-04 自给闭路式氧气逃生呼

吸器

HX-05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

吸器

HX-0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HX-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

生呼吸器

HX-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

HX-09 自吸过滤式逃生呼吸器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03 缓冲器

ZL-06 水平生命线装置

ZL-11 挂点装置

地下管网的铺设改造、顶管作业，

管廊施工作业，地下管网清淤作

业，人工挖孔桩作业，暗挖隧道

施工作业等

20
沾染性毒物

作业

接触能粘附于皮肤、衣

物上，经皮肤吸收产生

伤害或对皮肤产生毒害

物质的作业

中毒、化学灼

伤、辐射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HX-0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ZB-02 防化学品鞋

油漆刷涂、喷涂作业，使用化学试

剂检测石灰、水泥剂量的作业，使

用胶水进行胶粘的作业等

21 恶味作业
产生难闻气味或恶味不

易清除的作业
中毒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HX-0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HX-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

ZB-01 安全鞋

天然气管道臭气查漏作业，防水材

料加工所需的熬胶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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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

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22 强光作业
强光源或产生强烈红外

辐射和紫外辐射的作业
辐射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YM-03 强光源防护镜

YM-04 焊接眼护具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电焊、气焊作业，气割作业等

23 水上作业
有落水危险的水上作

业

淹溺、高处坠落

等

TB-01 安全帽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03 缓冲器

ZL-06 水平生命线装置

ZL-07 速差自控器

ZL-08 自锁器

ZL-09 安全网

ZL-11 挂点装置

救生衣

钢栈桥、钢平台搭设作业，水上

挂篮施工作业，跨河架桥作业，

水上吊装作业等

24 涉水作业
作业中需接触大量水或

须立于水中

淹溺、低温伤害

等

TB-01 安全帽

FZ-03 职业用防雨服

SF-02 防寒手套

ZB-01 安全鞋

救生衣

围堰施工，跨江、跨湖、跨海的

桥梁墩柱施工等

25 野外作业 野外露天作业
紫外伤害、高低

温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FZ-03 职业用防雨服

FZ-09 冷环境防护服

SF-02 防寒手套

SF-05 防热伤害手套

ZB-01 安全鞋

公路、桥梁、隧道施工现场地质

勘探与测量放线作业等

26
占、跨路作

业

在道路有交通流量的

环境下进行施工的作

业

交通事故等

TB-01 安全帽

FZ-03 职业用防雨服

FZ-04 高可视性警示服

ZB-01 安全鞋

在通车的道路中间或两侧进行

的施工，在通车的公路、铁路上

方或下方进行跨路施工及平交

道口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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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事

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27 易污作业
容易污秽皮肤或衣物的

作业
其他伤害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HX-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11 挂点装置

外墙真石漆、防火涂料喷涂作业，

混凝土喷射作业，喷、刷油漆作业

等

注：a FZ-01 防电弧服产品标准为 GB 8965.4 防护服装 防电弧服。

6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6.1 用人单位应根据辨识的作业场所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选择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6.2 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应参考以下一种或两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a) 参见表 1 中不同作业类别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执行。根据作业场所实际情况，辨识不同作业类别可

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并结合个体防护装备的防护部位、防护功能、适用范围和防护装备对使

用者的适合性等，选择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b) 参见附录 B 中各工种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执行。根据各工种作业特点，辨识各工种可能存在的危

害因素，并结合个体防护装备的防护部位、防护功能、适用范围和防护装备对使用者的适合性

等，选择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6.3 附录 A 、附录 B 中未涵盖的工种，用人单位应根据该工种作业特点，进行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并根据 GB 39800.1—2020的要求，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6.4 高可视性警示服（反光马甲）/安全帽/安全鞋既作为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也作为工作服/帽/鞋，

所有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均需配备。

6.5 配备的坠落悬挂用安全带应为全身式（五点式）安全带，并应符合 GB 6095—2021坠落防护安全带的

要求。

6.6 用人单位应考虑地域温度的差异，为作业人员配备适宜的头部防护、防护服装、手部防护和足部防护

等个体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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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详见表 A.1。

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1
房建地基与基础

工程

桩工（打桩工） JZ-01-001
桩机操作工、桩工

机械司机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外形缺陷，外露

运动件，操纵器、制动器缺陷，防护缺

陷，电伤害，机械性噪声、振动，运动

物伤害，坠落物，飞溅物，粉尘与气溶

胶，作业场地和交通设施湿滑，作业场

地不平，地面开口缺陷，作业场地基础

下沉

人工挖孔桩工 JZ-01-002

稳定性差，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电

伤害，机械性噪声、振动，抛射物，飞

溅物，坠落物，土、岩滑动，作业场地

狭窄，地面开口缺陷，作业场地光照、

空气不良，作业场地涌水，地下水，地

下作业供氧不当

混凝土喷射工 JZ-01-003 灌浆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伤

害，支撑不当，机械性振动、噪声，飞

溅物，坠落物，土、岩滑动，作业场地

湿滑、不平，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

陷，地面开口缺陷

挖掘机驾驶员 JZ-01-004
推土（铲运）机驾

驶员（推土机司机）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操纵器、制动

器、控制器缺陷，飞溅物，坠落物，机

械性噪声、振动，信号缺陷，作业场地

和交通设施湿滑，作业场地不平、狭窄，

作业场地基础下沉

钻井工 JZ-01-005

作业场地不平，外形缺陷，稳定性差，

外露运动件，操纵器缺陷，机械性振动，

机械性噪声，电伤害，防护缺陷，粉尘

与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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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2

房建主体结构工程

普通架子工 JZ-02-001

机械性噪声，机械性振动，防护不当，

坠落物、反弹物，恶劣气候与环境，作

业场地湿滑、杂乱、不平，地面开口缺

陷，作业场所安全通道、出口缺陷，作

业场地光照、空气不良，脚手架、阶梯

和活动梯架缺陷

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安拆操作工
JZ-02-002

电伤害，机械性噪声，防护不当，工具

缺陷，稳定性差，恶劣气候与环境，作

业场地湿滑、杂乱、不平，地面开口缺

陷，作业场所安全通道、出口缺陷，脚

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砌筑工 JZ-02-003 建筑瓦工、瓦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飞

溅物、坠落物，工具缺陷，防护缺陷，

电伤害，室内地面滑，室内作业场所狭

窄、杂乱，室内地面不平，脚手架、阶

梯、活动梯架缺陷，地面、墙面和天花

板上的开口缺陷，安全通道、出口缺陷，

采光照明不良、作业场所空气不良

防水工 JZ-02-004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电

伤害，坠落物，土、岩滑动，明火，高

温物质，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固

体，作业场地湿滑，地面开口缺陷，作

业场所光照、空气不良，脚手架、阶梯、

活动梯架缺陷，作业场地涌水

钢结构安装工 JZ-02-005

稳定性差，应力集中，外形缺陷，防护

缺陷，机械性噪声，坠落物、反弹物，

气流卷动，信号缺陷，恶劣气候与环境，

作业场地湿滑、狭窄、杂乱、不平，脚

手架、阶梯、活动梯架缺陷，作业场地

光照、空气不良，地面开口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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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2
房建主体结构工程

装配式建筑施工

员
JZ-02-006 构件装配工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中，外

形缺陷，防护缺陷，坠落物，气流卷

动，信号缺陷，恶劣气候与环境，作

业场地湿滑、杂乱、不平，地面开口

缺陷，脚手架、阶梯、活动梯架缺陷，

作业场地基础下沉

建筑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
JZ-02-007

塔式、门式、桥式

起重机安拆工，施

工升降机、物料提

升机安拆工

强度、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

中，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防护缺

陷，电伤害，抛射物、坠落物、反弹

物，气流卷动，信号不清，恶劣气候

与环境，作业场地湿滑

施工升降机驾驶

员
JZ-02-008 物料提升机驾驶员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操纵器、制动

器、控制器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

机械性噪声、振动，坠落物，标志缺

陷，恶劣气候与环境，作业场地光照

不良，作业场所湿滑，作业场地基础

下沉，作业场地安全通道、出口缺陷

塔式起重机驾驶

员
JZ-02-009

门式、桥式起重机

驾驶员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操纵器、制动

器、控制器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

坠落物，气流卷动，信号、标志缺陷，

恶劣气候环境，作业场地湿滑、狭窄，

作业场地光照不良，地面开口缺陷，

作业场地基础下沉，作业场所温度、

湿度、气压不适

（爬升式）模板

工
JZ-02-010

强度、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外形缺

陷，防护缺陷，电伤害，机械性噪声、

振动，抛射物，坠落物，信号缺陷，

作业场所湿滑，恶劣气候与环境，作

业场所安全通道、出口缺陷，脚手架

和活动梯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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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车泵工 JZ-02-011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操纵器缺陷，

防护缺陷，机械性噪声，坠落物，飞

溅物，作业场地和交通设施湿滑，作

业场地狭窄、不平，地面开口缺陷，

作业场地基础下沉

JZ-03

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

抹灰工 JZ-03-001

防护缺陷，电伤害，坠落物，脚手架、

阶梯、活动架缺陷，作业场所湿滑，

地面、墙和天花板开口缺陷，粉尘与

气溶胶，作业场所空气不良，采光照

明不良，作业场所安全通道、出口缺

陷

油漆工 JZ-03-002 建筑涂料工

防护缺陷，电伤害，易燃液体，坠落

物，有毒品，脚手架、阶梯、活动架

缺陷，作业场所湿滑、空气不良，地

面、墙和天花板开口缺陷，采光照明

不良

装饰装修工（隔

墙、吊顶）
JZ-03-003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防护缺陷，电

伤害，机械性噪声，飞溅物，坠落物，

地面湿滑，粉尘与气溶胶，地面、墙

和天花板开口缺陷，采光照明不良，

脚手架、活动梯架缺陷

高处作业吊篮安

装拆卸工
JZ-03-004

高处作业吊篮操作

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

伤害，坠落物，气流卷动，信号缺陷，

恶劣气候与环境，作业场地湿滑、狭

窄、不平、杂乱，脚手架、活动梯架

缺陷，地面开口缺陷

建筑外墙保温安

装工
JZ-03-005

防护缺陷，电伤害，机械性噪声，抛

射物，坠落物，易燃液体、固体，有

毒品，气流卷动，恶劣气候与环境，

作业场地湿滑、狭窄、杂乱，脚手架、

阶梯、活动梯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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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3

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

建筑幕墙安装工 JZ-03-006 幕墙制作工

强度、刚度不够，设备、设施、工具、

附件缺陷，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伤

害，机械性噪声，抛射物，坠落物，飞

溅物，气流卷动，恶劣气候与环境，作

业场地湿滑，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架缺

陷，地面开口缺陷

高空作业机械操

作工
JZ-03-007

曲臂式升降车操

作工、直臂式升降

车操作工、剪叉式

升降车操作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操纵器、制动器、

控制器缺陷，设备、设施、工具、附件

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抛射物，坠

落物，气流卷动，信号缺陷、恶劣气候

与环境，作业场地湿滑、狭窄、不平，

作业场地基础下沉

建筑门窗安装工 JZ-03-008

外形缺陷，工具缺陷，防护缺陷，电伤

害，机械性噪声、振动，飞溅物，坠落

物，料堆（垛）滑动，室内地面滑，室

内梯架缺陷，地面开口缺陷

陶瓷饰面装饰工 JZ-03-009

地板铺装工、镶贴

工、美缝师、地坪

铺装工

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飞溅物，

坠落物，作业场地湿滑，地面不平，地

面、墙和天花板开口缺陷，采光照明不

良，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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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4 房建市政园林

工程

管道工（地下） JZ-04-001
管工（供水、排水、

燃气、热力）

稳定性差，应力集中，防护不当，支撑

不当，电伤害，机械性噪声，外露运动

件，飞溅物，坠落物，土、岩滑动，作

业场地湿滑、不平，地面开口缺陷，作

业场地涌水

燃气管道工（地

上）
JZ-04-002

强度不够，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电

伤害，飞溅物，坠落物，作业场地湿滑、

不平，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地面开口缺陷

石工 JZ-04-003
外露运动件，电伤害，机械性噪声，飞

溅物，坠落物，粉尘，作业场地湿滑，

作业场地不平

地砖铺装工（室

外）
JZ-04-004

外露运动件，电伤害，机械性噪声，飞

溅物，坠落物，粉尘，作业场地湿滑

沥青工 JZ-04-005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机械性噪声，

高温固体，作业场地湿滑

沥青混凝土推铺

机操作工
JZ-04-006

沥青混凝土洒布

机操作工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操纵器、制动

器、控制器缺陷，机械性噪声、振动，

高温固体，作业场地和交通设施湿滑

园林绿化工 JZ-04-007
花卉工、假山工、

盆景工、园林植物

保护工、育苗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飞溅物，坠落物，

土、岩滑动，作业场地湿滑，作业场地

不平，地面开口缺陷

压路机操作工 JZ-04-008 平地机操作工

外形缺陷，操纵器、制动器、控制器缺

陷，机械性噪声、振动，作业场地和交

通基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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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5
房建机电安装

工程

供水管道安装工

（地上）
JZ-05-001

排水管道安装工

（地上）

工具缺陷，强度不够，外形缺陷，外

露运动件，防护缺陷，电伤害，机械

性噪声，飞溅物，坠落物，作业场所

湿滑，采光照明不良，脚手架、阶梯

和活动梯架缺陷，地面开口缺陷

供水设备安装工 JZ-05-002 供水设备调试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

电伤害，机械性噪声，地面湿滑，采

光照明不良，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

架缺陷

防腐保温工（管

道）
JZ-05-003

强度不够，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

伤害，坠落物，易燃液体，有毒品，

地面湿滑，采光照明不良，脚手架、

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地面开口缺陷

管道工（通风、

供暖、电线）
JZ-05-004 管工

强度不够，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

防护缺陷，电伤害，飞溅物，坠落物，

机械性噪声，地面湿滑，采光照明不

良，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地面开口缺陷

制冷空调系统安

装维修工
JZ-05-005

制冷空调系统调

试工

稳定性差，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

电伤害，机械性噪声，地面湿滑，采

光照明不良，室内梯架缺陷，脚手架、

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电气设备安装调

试工
JZ-05-006

高 压 电 气 安 装

工、变电设备安装

工、电动汽车充电

桩安装工

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电磁

性噪声，坠落物，室内地面滑，地面、

墙和天花板开口缺陷，室内梯架缺

陷，采光照明不良

电力电缆安装工 JZ-05-007

强度不够，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

防护缺陷，电伤害，坠落物，作业场

地湿滑，作业场地不平，地面开口缺

陷，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弱电工 JZ-05-008

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坠落

物，作业场所湿滑，地面、墙和天花

板开口缺陷，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

架缺陷，采光照明不良

电梯安装维修工 JZ-05-009 电梯调试工

强度不够，应力集中，外形缺陷，外

露运动件，防护缺陷，电伤害，坠落

物，抛射物，信号缺陷，室内地面滑、

作业场所狭窄，采光照明不良，地面

开口缺陷，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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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6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车站基坑工程作
业人员

JZ-06-001

强度不够，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

中，制动器缺陷，控制器缺陷，防护缺陷，

坠落物，机械性噪声、振动，信号不缺陷，

作业场地狭窄、杂乱、不平，作业场地光

照不良

盾构机械设备下
井始发施工作业
人员

JZ-06-002

强度不够，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

集中，电伤害，机械性噪声，坠落物，

作业场所狭窄、杂乱、不平，作业场地

光照不良

盾构区间盾构机
操作工

JZ-06-003

强度、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中，

防护缺陷，电伤害，机械性噪声，坠落

物，土、岩滑动，信号缺陷，易燃固体，

自燃物品，作业场地湿滑、狭窄，室内

梯架缺陷，采光照明不良，温度、湿度、

气压不适，作业场地涌水，隧道顶面、

正面或侧壁缺陷，地面缺陷，地下水

工程机械维修工 JZ-06-004

强度、刚度不够，密封不良，外露运动

件，防护缺陷，电伤害，机械性噪声，

坠落物，紫外辐射，高温固体，作业场

所狭窄、杂乱，采光照明不良，作业场

地涌水，地下作业面空气不良，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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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6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桩基工程作业
人员

JZ-06-005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外露运动件，防

护缺陷，电伤害，机械性噪声、振动，

粉尘与气溶胶，飞溅物，坠落物，作业

场地空气不良，作业场地涌水，爆炸伤

害，标志缺陷，作业场地狭窄，作业场

地温度、湿度、气压不适

墩台工程作业
人员

JZ-06-006

强度、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中，

防护缺陷，机械性噪声、振动，坠落物，

作业场地湿滑、狭窄、不平，紫外辐射，

高温固体

梁板架设作业
人员

JZ-06-007

强度、刚度不够，稳定性差，操纵器、
制动器、控制器缺陷，外形缺陷，防护
缺陷，电伤害，紫外辐射，坠落物，信
号缺陷

隧道工程施工
人员

JZ-06-008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操纵器、制动器、

控制器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机械性

噪声、振动，紫外辐射，坠落物，反弹物，

高温固体，高温气体，信号缺陷，爆炸品，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作业场所狭窄，采

光不良，作业场地和交通设施湿滑，作业

场地涌水，隧道顶面、正面或侧壁缺陷，

隧道地面缺陷，地下作业面空气不良，粉

尘与气溶胶

路基填筑设备
机械操作工

JZ-06-009

外露运动件，操纵器、控制器、制动器
缺陷，防护缺陷，外形缺陷，机械性噪
声、振动，信号缺陷，标志缺陷，作业
场地和交通设施湿滑

路面施工机械
操作工

JZ-06-010

外露运动件，操纵器、控制器、制动器

缺陷，防护缺陷，外形缺陷，机械性噪

声、振动，坠落物，高温固体，信号缺

陷，标志缺陷，作业场地和交通设施湿

滑，采光照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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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7 通用工种

钢筋工 JZ-07-001

外形缺陷，防护缺陷，抛射物，坠

落物，反弹物，作业场地不平、湿

滑，地面开口缺陷，脚手架、阶梯

和活动梯架缺陷，作业场地光照不

良。

混凝土工 JZ-07-002
混凝土浇筑工、混凝

土搅拌工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

电伤害，机械性噪声、振动，抛射

物，坠落物，土、岩滑动，地面开

口缺陷，粉尘与气溶胶，作业场地

湿滑、不平、狭窄，脚手架、阶梯

和活动梯架缺陷，光照不良

木工 JZ-07-003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中，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

电伤害，坠落物，飞溅物，反弹物，

易燃固体，粉尘与气溶胶，作业场

所湿滑、杂乱，地面开口缺陷，脚

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光照

不良

建筑电工 JZ-07-004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

电伤害，抛射物，飞溅物，坠落物，

作业场地湿滑、狭窄，脚手架、阶

梯和活动梯架缺陷，地面开口缺陷，

作业场地光照不良。

电焊工 JZ-07-005 气焊工

防护缺陷，电伤害，飞溅物，坠落

物，高温物质，明火，有害光照，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作业场地湿

滑，地面开口缺陷，脚手架、阶梯

和活动梯架缺陷，地下作业面空气

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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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7 通用工种

中小型机械操作
工

JZ-07-006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应力集中，

操纵器、制动器、控制器缺陷，外

形缺陷，外露运动件，防护缺陷，

电伤害，机械性噪声、振动，坠落

物，飞溅物，反弹物，粉尘与气溶

胶，易燃固体、液体，作业场地狭

窄、杂乱、湿滑，采光照明不良，

作业场地基础下沉

工程车驾驶员 JZ-07-007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操纵器、

制动器、控制器缺陷，机械性噪声、

振动，飞溅物，坠落物，信号、标

志缺陷，作业场地和交通设施湿滑，

作业场地狭窄、不平，作业场地光

照不良，作业场地基础下沉

汽车起重机驾驶
员

JZ-07-008 履带式起重机司机

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外形缺陷，

外露运动件，操纵器、控制器缺陷，

机械性噪声、振动，坠落物，信号

缺陷，作业场地不平，作业场地基

础下沉

起重信号司索工 JZ-07-009 起重信号工

外形缺陷，防护缺陷，坠落物，反

弹物，飞溅物，恶劣气候与环境、

作业场地湿滑、狭窄、不平，地面

开口缺陷，作业场地光照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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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建筑施工行业典型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续)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JZ-07 通用工种

测量放线工 JZ-07-010 测量工、工程测量员

防护缺陷，土、岩滑动，坠落物，

抛射物，飞溅物，作业场地湿滑，

地面、墙和天花板开口缺陷，作业

场地光照、空气不良

杂工 JZ-07-011

外形缺陷，防护缺陷，电伤害，机

械性噪声、振动，抛射物，坠落物，

反弹物，土、岩滑动，粉尘与气溶

胶，脚手架、阶梯和活动梯架缺陷，

作业场地光照不良，作业场地湿滑、

不平，地面、墙和天花板开口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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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建筑施工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建筑施工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具体要求详见表 B.1。

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1-001

桩工

（打桩工、桩

机操作工、桩

工机械司机）

安全帽 JZ-01-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1-001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1-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1-00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1-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1-002

人工挖孔桩工

安全帽 JZ-01-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1-002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1-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1-002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1-002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1-002ZL

防坠落 36

安全绳、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连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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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1-003

混凝土喷射工

（灌浆工）

安全帽 JZ-01-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1-003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1-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JZ-01-003

混凝土喷射工

（灌浆工）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1-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1-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1-003ZL

防坠落 36

安全绳、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挂点装置
连接坠落防护装备与附着物 /

JZ-01-004

挖掘机驾驶员

（推土/铲运机

驾驶员）

安全帽 JZ-01-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1-004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1-004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1-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1-005

钻井工

安全帽 JZ-01-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1-005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1-005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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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高可视警示服 JZ-01-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1-005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1-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1-005ZL 防坠落 36

JZ-02-001

普通架子工

安全帽

Jz-02-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1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挂点装置 通过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安全网 防止人、物坠落或减轻、避免坠物伤害 /

JZ-02-002

附着升降脚手

架安拆操作工

安全帽

JZ-02-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2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2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2ZL

防高坠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挂点装置 通过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安全网 防止人、物坠落或减轻、避免坠物伤害 /
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GB 39800.12-2024

23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2-003

砌筑工

（建筑瓦工、

瓦工）

安全帽

JZ-02-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3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挂点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JZ-02-004
防水工

安全帽 JZ-02-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2-004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JZ-02-004HX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颗粒物等 /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春秋

JZ-02-004FZ

防化学品、阻燃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化学品手套

JZ-02-004SF
防腐蚀、灼伤等 18

防热伤害手套 防烫伤 18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化学

品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化学

品、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4ZL 防坠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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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2-005
钢结构安装工

安全帽 JZ-02-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5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5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安全网 防坠落 /

JZ-02-006
装配式建筑施

工员

（构件装配

工）

安全帽 JZ-02-006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6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6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6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6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安全网 防坠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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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2-007
建筑起重机械

安装拆卸工

（塔式、门式、

桥式起重机安

拆工，施工升

降机、物料提

升机安拆工）

安全帽 JZ-02-007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7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7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7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7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JZ-02-008
施工升降机驾

驶员

（物料提升机

驾驶员）

安全帽 JZ-02-008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8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8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8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2-009
塔式起重机驾

驶员

（门式、桥式

起重机驾驶

员）

安全帽 JZ-02-009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09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09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09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09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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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2-010
（爬升式）模

板工

安全帽 JZ-02-010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10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10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10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2-010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安全网 防坠落 /

JZ-02-011
车泵工

安全帽 JZ-02-01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2-01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2-01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2-01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3-001
抹灰工

安全帽 JZ-03-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1SF 防止皮肤污秽、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防止皮肤污秽、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1ZL 防高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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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3-002
油漆工

（建筑涂料

工）

安全帽 JZ-03-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3-002YM 防止化学品粘附于皮肤上，经皮肤吸收产
生伤害或对皮肤产生毒害

3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JZ-03-002HX 防有毒有害气体、蒸汽、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化学防护服 防止化学品粘附于皮肤上，经皮肤吸收产
生伤害或对皮肤产生毒害

24

防化学品手

套

春夏秋
JZ-03-002SF

防止化学品伤害
3

冬 防止化学品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2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2ZL 防高处坠落 36

JZ-03-003
装饰装修工

（隔墙、吊顶）

安全帽 JZ-03-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3-003YM 防飞溅物伤害 36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3-003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3ZL 防高处坠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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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3-004

高处作业吊

篮安装拆卸

工

（高处作业

吊篮操作工）

安全帽

JZ-03-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4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4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4ZL

防高处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JZ-03-005

建筑外墙保

温安装工

安全帽 JZ-03-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5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5ZL 防高处坠落 36

JZ-03-006

建筑幕墙安

装工

(幕墙制作工)

安全帽 JZ-03-006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3-006YM 防飞溅物伤害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6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6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6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6ZL

防高处坠落 48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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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3-007
高空作业机械

操作工

安全帽 JZ-03-007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

报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7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

果不明显后及时更

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7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7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7ZL

防高处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挂点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JZ-03-008
建筑门窗安装

工

安全帽 JZ-03-008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

报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3-008YM 防飞溅物伤害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8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

果不明显后及时更

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8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8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8ZL

防高处坠落 36

挂点装置 连接坠落防护装备与附着物 /



GB 39800.12-2024

30

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3-009
陶瓷饰面装饰

工

（地板铺装

工、镶贴工、

美缝师、地坪

铺装工）

安全帽 JZ-03-009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3-009YM 防飞溅物伤害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3-009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3-009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3-009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3-009ZL 防坠落 36

JZ-04-001
管道工（地下）

管工（供水、

排水、燃气、

热力）

安全帽 JZ-04-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4-001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4-001ZL 防坠落 36

水平生命线装置 和安全带配套使用实现坠落防护 达到报废标准更换

JZ-04-002
燃气管道工

（地上）

安全帽 JZ-04-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护具 JZ-04-002YM 防冲击、防飞溅物 24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2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化学品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化学品、防

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2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4-002ZL

防坠落 36

挂点装置 连接坠落防护装备与附着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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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4-003
石工

安全帽 JZ-04-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护具 JZ-04-003YM 防冲击、防飞溅物 24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4-003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4-004
地砖铺装工

（室外）

安全帽 JZ-04-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4-004YM 防冲击、防飞溅 36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4-004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4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4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4-005
沥青工

安全帽 JZ-04-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4-005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热伤害手套 JZ-04-005SF 防热伤害、防机械伤害 3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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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4-006
沥青混凝土推

铺机(洒布机)
操作工

安全帽 JZ-04-006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期

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4-006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更换

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6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明

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6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6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4-007
园林绿化工

（花卉工、假

山工、盆景工、

园林植物保护

工、育苗工）

安全帽 JZ-04-007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期

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4-007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更换

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7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明

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7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7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4-008
压路机操作工

（平地机操作

工）

安全帽 JZ-04-008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

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4-008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

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4-008SF
隔热、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隔热、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4-008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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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5-001
供水/排水管道

安装工（地上）

安全帽 JZ-05-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期

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5-001YM 防冲击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5-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明

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1SF
隔热、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隔热、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耐高温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耐高温、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1ZL 防坠落 36

JZ-05-002
供水设备安装/

调试工

安全帽 JZ-05-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期

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5-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明

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2FZ
防热伤害、机械伤害

3
冬 防热伤害、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2FZ
绝缘、防滑、防穿刺、耐高温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耐高温、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2FZ 防坠落 36

JZ-05-003
防腐保温工

（管道）

安全帽 JZ-05-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期

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JZ-05-003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更换

过滤件

高可视警示服 JZ-05-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明

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3FZ 防坠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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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5-004
管道工（通风、

供暖、电线）

安全帽 JZ-05-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

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5-004YM 防冲击 36

高可视警示服 JZ-05-004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

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4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4ZL 防坠落 36

JZ-05-005
制冷空调系统

安装维修/调试

工

安全帽 JZ-05-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

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警示服 JZ-05-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

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5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5ZL 防坠落 36

JZ-05-006
电气设备安装

调试工

（高压电气安

装工、变电设

备安装工、电

动汽车充电桩

安装工）

安全帽 JZ-05-006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废

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警示服

JZ-05-006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不

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电弧工作

服

春夏秋 防电弧 24

冬 防电弧、防寒 36

带电作业用

绝缘手套

春夏秋
JZ-05-006SF

电绝缘、耐高压
3

冬 电绝缘、耐高压、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6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6ZL 防坠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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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5-007
电力电缆安装

工

安全帽 JZ-05-007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5-007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7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7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7ZL 防坠落 36

JZ-05-008
弱电工

安全帽 JZ-05-008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5-008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8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8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8ZL 防坠落 36

JZ-05-009
电梯安装维修

工

（电梯调试

工）

安全帽 JZ-05-009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5-009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5-009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5-009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5-009ZL

防坠落 36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安全网 防坠落 /

挂点装置 连接坠落防护装备与附着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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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6-001

车站基坑工程

作业人员

安全帽 JZ-06-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6-001ZL 防坠落 36

JZ-06-002

盾构机械设备

下井始发施工

作业人员

安全帽 JZ-06-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6-002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2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2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6-003

盾构区间盾构

机操作工

安全帽 JZ-06-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30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6-003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6-004
工程机械维修

工

安全帽 JZ-06-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焊接眼护具
JZ-06-004YM

防辐射、灼伤、飞溅物、隔热 36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防冲击、防粉尘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4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4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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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6-004

工程机械维修

工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6-004ZL 防坠落 36

JZ-06-005

桩基工程作业

人员

安全帽 JZ-06-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6-005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

器
JZ-06-005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5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6-005ZL

防坠落 36

速差自控器/自锁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JZ-06-006

墩台工程作业

人员

安全帽 JZ-06-006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6-006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6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6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6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6-006ZL

防坠落 36

速差自控器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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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6-007

梁板架设作业

人员

安全帽 JZ-06-007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6-007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7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7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JZ-06-007

梁板架设作业

人员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7ZB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12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24

安全带 JZ-06-007ZL 防坠落 36

JZ-06-008

隧道工程施工

人员

安全帽 JZ-06-008TB 防冲击、防穿刺、防静电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6-008YM 防冲击、防粉尘 36

长管呼吸器

JZ-06-008HX

提供清洁空气、防窒息 需年检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提供清洁空气 需年检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

器
提供清洁空气、防窒息 需年检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防有毒气体

根据使用说明定期更

换滤芯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

器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防静电服

JZ-06-008FZ

防静电 24

高可视性警示服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更换

防静电手套

JZ-06-008SF

防静电

3
防护手套

春夏秋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8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静电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静电、

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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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6-009

路基填筑设备

机械操作工

安全帽 JZ-06-009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09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09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09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6-010

路面施工机械

操作工

安全帽 JZ-06-010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6-010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6-010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6-010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7-001

钢筋工

安全帽 JZ-07-00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7-001ZL 防坠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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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7-002

混凝土工

（混凝土浇筑

工、混凝土搅

拌工）

安全帽 JZ-07-002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

器
JZ-07-002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2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2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2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7-002ZL 防坠落 36

JZ-07-003

木工

安全帽 JZ-07-003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3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3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3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7-003ZL 防坠落 36

JZ-07-004

建筑电工

安全帽 JZ-07-004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4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带电作业绝

缘手套

春夏秋
JZ-07-004SF

电绝缘、耐高压
3

冬 电绝缘、耐高压、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4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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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7-005

电焊工

（气焊工）

安全帽 JZ-07-005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焊接眼护具 JZ-07-005YM 防辐射、灼伤、飞溅物、隔热 36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

器
JZ-07-005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5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焊接服 焊接防护 24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5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5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7-005ZL 防坠落 36

JZ-07-006

中小型机械操

作工

安全帽 JZ-07-006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JZ-07-006YM 防冲击、防粉尘、防飞溅物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6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6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6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7-006ZL 防坠落 36

JZ-07-007

工程车驾驶员

安全帽 JZ-07-007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7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7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7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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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7-008

汽车起重机

安全帽 JZ-07-008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8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7-008

汽车起重机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8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8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7-009

起重信号司索

工

安全帽 JZ-07-009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09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09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09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JZ-07-010

测量放线工

安全帽 JZ-07-010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10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10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10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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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建筑施工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续)

工种编号、名

称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a

建议最长

更换期限 b(月)

JZ-07-011

杂工

安全帽 JZ-07-011TB 防冲击、防穿刺
根据永久标识上的报

废期限及时更换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

器
JZ-07-011HX 防粉尘与气溶胶

佩戴呼吸阻力明显时

更换过滤件

高可视性警示服 JZ-07-011FZ 警示人员位置、防误碰撞
警示部分污损或效果

不明显后及时更换

防护手套
春夏秋

JZ-07-011SF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

3
冬 绝缘、防滑、防机械伤害、防寒

安全鞋
春夏秋

JZ-07-011ZB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 12

冬 绝缘、防滑、防穿刺、保护足趾、防寒 24

安全带 JZ-07-011ZL 防坠落 36

注1：当一个作业人员从事多个工种的工作或在多种作业场景中作业，则其对应的多个工种或作业场景下宜配备的防护

装备均应参考选用。用人单位可根据岗位特点和对应的危险有害因素增加或减少本表中防护装备的部分功能。

注 2：本表中只列出了各工种主要作业场景下宜配备的防护装备，若缺少在某些次要、特殊或偶然性作业场景中宜配

备的防护装备，可参考表 1 中各作业场景中列出的防护装备进行配备。

注3：当常年滑动平均气温序列无连续 5天小于 10℃如海南地区，或工作环境温度大于 10℃时，可不配备具有防寒功能

的个体防护装备。

注4：表中的安全带应为坠落悬挂用的全身式（五点式）安全带，安全带中的安全绳应具备能量吸收功能或与缓冲器一起使

用，配备安全带的伸展长度不应超出安全空间，应符合GB605-2021坠落防护安全带中的要求。

注5：对于听力防护中耳塞、耳罩等的配备，用人单位应结合各工种作业特征，考虑声音信息接收、应急信号接收等因

素，来决定是否配备相关防护用品。

注 6：具有季节性的个体防护装备的最长更换周期可根据各地气候条件的不同适当调整。如我国哈尔滨地区春

秋、夏、冬季工作服的最长更换周期可分别调整为 24个月、12个月、24个月；广州地区春秋、夏、冬季工作服的

最长更换周期可分别调整为 12个月、 6个月、 36个月。

注 7：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长管呼吸器、安全带、自锁器、速差自控器、安全网等防护装备可为班组配置。

注 8：滤毒盒/滤毒罐的更换期限应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使用寿命判断方法或估算软件，结合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a 本表所规定的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非强制性要求，仅作为参考和示例，各用人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在

充分辨识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的基础上，配备适宜的个体防护装备。

b 最长更换期限的日期是从个体防护装备发放给作业人员(见个体防护装备的发放领用记录)开始计算,个体防护

装备的最长更换期限可根据产品说明书、产品有效期、实际使用时间、工作强度、磨损情况等适当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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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分：建筑》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标 准 编 制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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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4 年 6 月 27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国

徽》等 32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

计划的通知要求，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制定国家标

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分：建筑》（计划编号：

20241862-Q-450）。

（二）协作单位

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旭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写主要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阶段（2023 年 3 月—2023 年 5 月）：由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承接标准编制任务，组织专业编写人员，成立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建筑部分标准编制组，部署编制任务。

2023 年 4 月份，由中建集团和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联合主办了“个体防护标准化提升行动启动仪式”，

邀请了应急管理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等部委领导还有中央芭蕾舞团领导、各中建单位以及一线作

业人员出席，标志着以“边编纂边调研、边应用边总结”为

原则的标准编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2023 年 6 月—2023 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

分工进行国内外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了解各行业的标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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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目前国内各建筑企业个体防护装备的总体情况，进行

归纳梳理，同时标准编制组赴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多个国

家地区实地调研国外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及应用情

况，国内组织个体防护标委会专家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

开展调研座谈会，调研组深入项目现场、钢结构车间等生产

一线，了解考察现场安全防护用品种类及智能安全设备应用，

与一线工作者交流建筑行业安全管理现状和个体防护装备

使用情况，座谈会还邀请基层安全总监结合自身工作情况，

交流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经验，并就建筑企业对个体

防护装备配备标准不统一、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开展深入交流

研讨。

第三阶段（2024 年 1 月—2024 年 5 月）：标准编制组

通过开展公司、子公司、项目部各级研讨会和问卷调查，广

泛征求各方意见，形成《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分：

建筑》讨论稿，并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标

准格式，编写标准立项资料，进行立项论证、立项征求意见。

第四阶段（2024 年 5 月—2024 年 6 月）：在标准完善

过程中，编制组积极同个体防护厂商加强沟通，研发生产更

加贴合建筑一线人员使用的个体防护产品，为工人师傅提供

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的个体防护装备，2024 年 6 月份，

中建集团和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苏州市

独墅湖医院二期项目举办 2024 年个体防护装备国家标准宣

贯会暨建筑领域个体防护装备观摩交流会，为后续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规范建筑部分标准的推广及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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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2024 年 7 月—2024 年 9 月）：为进一步推

进标准编制工作，加强项目周期管理，2024 年 7 月 25 日，

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中建集团总部

召开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2

部分：建筑》启动会，启动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应急

管理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领导

以及个体防护装备生产企业和检测检验单位、中建各单位企

业管理层、安全监管人员参加，就《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分：建筑》征求意见稿及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配

备、使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

交流，确定了下一步标准编制的完善方向和内容细节。

第六阶段（2024 年 10 月—2024 年 12 月）：10 月初，

标准编制组在中建一局清华附中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召开个

体防护装备交流和标准编制研讨会，邀请一线作业人员对当

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进行交流，对

产品改进和标准支撑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交换，同时标准编制

组和各参会单位全面讨论了附录 A和附录 B中个体防护装备

的配备等问题，编制组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于

2024 年 12 月形成了最终标准征求意见稿。

表 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分：建筑》制定工作记录

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进程

启动阶段 2023.4

中建集团和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中

建一局北京中央芭蕾舞团项目联合主办了“个体防护

标准化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标志着《个体防护装备

配备规范第 12 部分：建筑》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立项阶段 2024.6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制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规范 第 12 部分：建筑》（计划编号：20241862-Q-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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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进程

起草阶段

——标准

研讨

2023.5-2024.5

2023 年 5 月 19 日，标准编制组召开标准编写工作启动

会，与会代表对标准内容和制定工作提出相关意见和

建议，初步确定了制定原则，明确分工，并按照要求

制定了工作计划。

2023 年 6 月 28 日，标准编制组归纳梳理了目前国内外

标准的差异与不足，并赴国内外建筑施工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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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1 月 23 日，标准编制组通过线上讨论会、线

下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完成《个体

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2 部分：建筑》编制大纲。

2024 年 1 月—3 月，标准编制组赴山东、温州、无锡

等地，调研安全帽、安全鞋、手套、安全带等个体防

护装备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线，了解相关制造工艺和流

程。

2024 年 4 月 23 日，标准编制组赴深圳中建一局自贸项

目，调研组深入项目现场，与一线工作者交流建筑行

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及使用情况，征询使用者在个体

防护装备方面的相关意见和改进需求。

起草阶段

——标准

讨论稿形

成

2024.5-2024.12

2024 年 6 月 14 日，中建集团和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在苏州市独墅湖医院二期项目举办 2024

年个体防护装备国家标准宣贯会暨建筑领域个体防护

装备观摩交流会，为标准推广及应用奠定基础。

2024 年 7 月 25 日，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在北京召开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规范第 12 部分：建筑》启动会，对标准初稿内

容进行进一步讨论。

2024 年 10 月 10 日，标准编制组选定中建一局清华附

中人才培养基地项目作为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试点，召

开个体防护装备交流和标准编制研讨会，邀请一线作

业人员参观、体验个体防护装备配备使用，对产品改

进和标准支撑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交换，同时标准编制

组和各参会单位全面讨论了附录 A和附录 B中个体防

护装备的配备等问题，编制组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完

善标准，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

阶段
……

标准编制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往有关单位征求意

见，经过收集、整理回函意见，提出征求意见汇总处

理表，完成标准送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

审查阶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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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进程

报批阶段 …… ……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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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巍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的申报、任务下达后标准编制

任务的总体策划、项目调研、方案确定

及相关合作方的协调工作。组织完成工

种收集、危害因素辨识工作，以及各版

本标准的文本起草工作。

2 张宜乐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工种收集、危害因素辨识工作，辨

识各工艺流程的综合危害因素并给予相

关配置建议。

3 蔡 忠
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

合作中心

参与项目调研工作，辨识躯体防护类产

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防护服产品应用建

议。

4 杨 惠
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

合作中心

参与项目调研工作，对标准编制过程中

的书写规范及应用宣贯给予建议。

5 赵世明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工作，牵头推进个体防

护装备研发、改进以及应用事宜，组织

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和宣贯会。

6 曾庆江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参与工种收集、危害因素辨识工作，辨

识各工艺流程的综合危害因素并给予相

关配置建议

7 刘 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参与工种收集、危害因素辨识工作，辨

识各工艺流程的综合危害因素并给予相

关配置建议

8 项有春 旭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工作，辨识足部防护类

产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手部防护产品应

用建议。

9 姚 涛 旭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工作，辨识足部防护类

产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手部防护产品应

用建议。

10 任立超 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工作，辨识坠落类产品

防护类产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手部防护

产品应用建议。

11 郭红娥 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工作，辨识坠落类产品

的适用场景并给予手部防护产品应用建

议。

12 韩弋戈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 参与项目的调研工作，牵头推进建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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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草人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有限公司 业个体防护装备示范项目事宜，组织召

开标准编制研讨会和宣贯会。

13 李 维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参与工种收集、危害因素辨识工作，辨

识各工艺流程的综合危害因素并给予相

关配置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安全性原则

本标准在预研阶段，参考了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

（OSHA）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对雇主提供个人防护装

备（PPE）的标准要求，以及对员工人身安全合规义务的相

关规定，同时标准编制组也参考了英国健康安全局发布的

L25—作业场所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指南（第二版），针对不

同的防护用品如头部防护、眼面部防护、手臂部防护、防护

服装、高可视服装、足部防护、坠落防护、听力防护、呼吸

防护等的产品特点，帮助雇主选择适宜的防护用品，并确保

能正确使用和维护等。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虽然参考了国外相关技术性法规，但是本标准所

有条款均基于我国国情和各大中小企业实际配备情况制定，

并结合我国个体防护装备在建筑行业发展现状、我国建筑用

人单位安全生产危害因素的特点及防护需求等实际情况完

成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避免了高配和低配两种极端情况的产

生，易于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和执行。

3.规范性原则

本部分从起草阶段到随后的所有阶段均遵守 GB/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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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

4.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为建筑配备的具体执行标准，与 GB 39800.1—

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协调一致。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

等）及理由

1.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表 3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序

号

第一次出现

的条款号或

附录号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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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GB 39800.1

—2020

个体防护装备

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术语和定

义

2 4
总体要

求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原

则、配备管理及配备流

程按 GB 39800.1—

2020 执行。

GB 39800.1

—2020

个体防护装备

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配备原则、

配备管理

及配备流

程

3 5

危害因

素的辨

识和评

估

用人单位应结合建筑

安全生产的特点，按照

GB 39800.1— 2020 的

4.2 中的要求对其生产

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危

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危

害评估。

GB 39800.1

—2020

个体防护装备

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危害因素

辨识和危

害评估

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GB 39800.1—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 部分：

总则》规定了个体防护装备（即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的总体

要求，本标准为建筑配备的具体执行标准，应与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规范（总则）标准协调一致。因此在总体要求中明确

指出，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原则、配备管理及配备流程应按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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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00.1—2020 执行。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从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

理。不适用于建筑单位消防用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3. 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是正确配备个体防护装备的前提

与基础。标准编制组根据总则的要求，并结合建筑施工安全

的特点，对其生产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作业类别及其造成的危

害因素进行了辨识，并对各作业类别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进

行了汇总；用人单位应结合本行业安全生产的特点，对其生

产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危害评估，并以此

作为选择适用个体防护装备的依据。

不同企业、不同的施工工艺及不同的施工阶段，即使是

同一工种也可能配备不同的个体防护装备。

4.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由于施工环境的复杂性、

各工种的复杂性，无法强制规定各工种应具体配备何种个体

防护装备，标准中规定使用单位应根据辨识的作业场所危害

因素和危害评估，选择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但是为了便于

建筑从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标准制定了资料性附录。

另外由于全国建筑行业的企业规模不同，不同企业的生

产工艺、设备等差异非常大，需要工种的名称也各不相同，

所以为了更具有典型性及规范性，本标准的工种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中建筑施工人员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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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护装备中因季节关系而有所区别的因素，考虑到

建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同施工阶段作业环境温度影响比

较大，并且南北方企业的差异性，所以资料性附录 B 注明

“注 6：具有季节性的个体防护装备的最长更换周期可根据

各地气候条件的不同适当调整。如我国哈尔滨地区春秋、夏、

冬季工作服的最长更换周期可分别调整为 24 个月、12 个月、

24 个月；广州地区春秋、夏、冬季工作服的最长更换周期可

分别调整为 12 个月、6 个月、36 个月。”

5.附录

本标准两个附录均为资料性附录，其中附录 A 规定了

建筑行业典型工种类别及危害因素。典型工种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版），建筑行业的典型工种

引用了“建筑施工人员”的相关职业，同时根据各职业的工

作任务并结合总则要求对相应的工作进行了危害因素辨识。

附录 B 规定了建筑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标准

编制组根据各工种的危害因素，并结合个体防护装备的防护

功能和适用范围，对各工种的个体防护装备的具体配备进行

了配备建议。各建筑企业用人单位可参考该附录进行个体防

护装备的配备，企业应根据岗位特点和对应的危险有害因素

增加或减少部分功能。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我国关于个体防护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多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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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但对于针对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仍然没有国家

标准，在标准规范层面上对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管理

的指导缺乏针对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本次编制的《个体防

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2 部分：建筑》符合现行有关个体防护

装备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筑

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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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文件的有力技术支撑，本

标准主要依据我国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制定的。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目前在

个体防护装备中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清单详见下表：

表 4 配套强制性标准制定情况

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通用

标准

1
GB 39800.1—

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国标 强制

2 GB55034-2022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

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

规范

国标 强制

3 JGJ 184-2009
建筑施工作业劳动防护

用品配备及使用标准
行标 强制

眼面

防护

4 GB 14866—2023
眼面防护具通用技术规

范
国标 强制

5 GB 30863—2014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

防护 激光防护镜
国标 强制

6
GB 32166.1—

2016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

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第 1部分：要求

国标 强制

头部

防护
7 GB 2811—2019 头部防护 安全帽 国标 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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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呼吸

防护

8 GB 23394—2009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

吸器
国标 强制

9 GB 2890—2022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

防毒面具
国标 强制

10 GB 6220—2009 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国标 强制

11 GB 30864—2014
呼吸防护 动力送风过

滤式呼吸器
国标 强制

12 GB 2626—201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

防颗粒物呼吸器
国标 强制

13 GB 38451—2019
呼吸防护 自给开路式

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
国标 强制

14 GB 42302—2022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

逃生呼吸器
国标 强制

手部

防护

15 GB 24541—2022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

护手套
国标 强制

16 GB 28881—2023
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

生物防护手套
国标 强制

17 GB 38452—2019
手部防护 电离辐射及

放射性污染物防护手套
国标 强制

18 GB 42298—2022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

规范
国标 强制

19 AQ 6103—2007 焊工防护手套 行标 强制

防护

服装

20 GB 20653—2020
防护服装 职业用高可

视性警示服
国标 强制

21
GB 8965.1—

2020
防护服装 阻燃服 国标 强制

22
GB 8965.2—

2022
防护服装 焊接服 国标 强制

23
GB 8965.3—

2022

防护服装 熔融金属飞

溅防护服
国标 强制

24
GB 8965.4—

2022
防护服装 防电弧服 国标 强制

25 GB 24539—2021 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 国标 强制

26 GB 12014—2019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国标 强制

27 GB 38453—2019 防护服装 隔热服 国标 强制

28 GB 41731—2022 船用气胀式救生衣 国标 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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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足部

防护

29 GB 21148—2020 足部防护 安全鞋 国标 强制

30 GB 20265—2019 足部防护 防化学品鞋 国标 强制

坠落

防护

31 GB 5725—2009 安全网 国标 强制

32 GB 6095—2021 坠落防护 安全带 国标 强制

33 GB 24542—2023
坠落防护 带刚性导轨

的自锁器
国标 强制

34 GB 24543—2009 坠落防护 安全绳 国标 强制

35 GB 24544—2023 坠落防护 速差自控器 国标 强制

36 GB 30862—2014 坠落防护 挂点装置 国标 强制

37 GB 38454—2019
坠落防护 水平生命线

装置
国标 强制

38 GB 42297—2022
坠落防护装备通用技术

规范
国标 强制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配套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共 59 项：其中，基础

标准 1 项，眼面部防护标准 9 项，头部防护标准 6 项，

呼吸防护标准 6 项，手部防护标准 5 项，防护服装标准 19

项，足部防护标准 7 项，坠落防护装备 6 项。详见下表：

表 5 配套推荐性标准制定情况

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基础

标准
1 GB/T 12903—2008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国标 推荐

眼面

防护

2 GB/T 3609.1—2008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

护 第 1部分：焊接防护

具

国标 推荐

3 GB/T 3609.2—2009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

护 第 2部分：自动变光

焊接滤光镜

国标 推荐

4 GB/T 30042—2013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

护 名词术语
国标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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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5 GB/T 31419—2015
火灾逃生面具有毒有害

物质检测方法
国标 推荐

6 GB/T 32166.2—2015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

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 2部分：测量方法

国标 推荐

7 GB/T 38696.1—2020

眼面部防护 强光源（非

激光）防护镜 第 1部分：

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8 GB/T 38696.2—2020

眼面部防护 强光源（非

激光）防护镜 第 2部分：

使用指南

国标 推荐

头部

防护

9 GB/T 2812—2006 安全帽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10 GB/T 30041—2013
头部防护 安全帽选用

规范
国标 推荐

11 GB/T 31421—2015 防静电工作帽 国标 推荐

12 GB/T 38305—2019 头部防护 救援头盔 国标 推荐

呼吸

防护

13 GB/T 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

用与维护
国标 推荐

14 GB/T 16556—20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

吸器
国标 推荐

15 GB/T 23465—2009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能

评价
国标 推荐

16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

术要求
国标 推荐

17 GB/T38228—2019
呼吸防护 自给闭路式氧

气逃生呼吸器
国标 推荐

18 AQ/T 6110—2012
工业空气呼吸器安全使

用维护管理规范
行标 推荐

手部

防护

19 GB/T 12624—2020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20 GB/T 29512—2013
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

择、使用和维护指南
国标 推荐

21 GB/T 30865.1—2014

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

和刺伤的防护手套 第 1

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

臂

国标 推荐

22 GB/T 38304—2019 手部防护 防寒手套 国标 推荐

23 GB/T 38306—2019 手部防护 防热伤害手套 国标 推荐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temInfoPlat?projectId=56089&type=GB_INFO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temInfoPlat?projectId=56089&type=GB_INFO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temInfoPlat?projectId=56089&type=GB_INFO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temInfoPlat?projectId=56088&type=GB_INFO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temInfoPlat?projectId=56088&type=GB_INFO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temInfoPlat?projectId=56088&type=GB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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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防护

服装

24 GB/T 20654—2006

防护服装 机械性能 材

料抗刺穿及动态撕裂性

的试验方法

国标 推荐

25 GB/T 20655—2006
防护服装 机械性能 抗

刺穿性的测定
国标 推荐

26 GB/T 20097—2006 防护服 一般要求 国标 推荐

27 GB/T 13640—2008 劳动防护服号型 国标 推荐

28 GB/T 24536—2009
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的

选择、使用和维护
国标 推荐

29 GB/T 23462—2009
防护服装 化学物质渗透

试验方法
国标 推荐

30 GB/T 28895—2012
防护服装 抗油易去污防

静电防护服
国标 推荐

31 GB/T 38300—2019 防护服装 冷环境防护服 国标 推荐

32 GB/T 31420—2015
阻燃服有毒有害物质检

测方法
国标 推荐

33 GB/T 38302—2019
防护服装 热防护性能测

试方法
国标 推荐

34 GB/T 6568—2008 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 国标 推荐

35 GB/T 18136—2008
交流高压静电防护服装

及试验方法
国标 推荐

36 GB/T 4303—2023 船用救生衣 国标 推荐

37 GB/T 32227—2015 船用工作救生衣 国标 推荐

38 DL/T 320—2019
个人电弧防护用品通用

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39 DL/T 1125—2009
10kV 带电作业用绝缘

服装
行标 推荐

足部

防护

40 GB/T 20098—2006
低温环境作业保护靴通

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41 GB/T 20991—2007
个体防护装备 鞋的测试

方法
国标 推荐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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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标 推荐

43 GB/T 28287—2012
足部防护 鞋防滑性测试

方法
国标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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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部类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标准属性

44 GB/T 28288—2012
足部防护 足趾保护包头

和防刺穿垫
国标 推荐

45 GB/T 31009—2020
足部防护 鞋（靴）限量

物质要求及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46 GB/T 31008—2014
足部防护 鞋（靴）材料

安全性选择规范
国标 推荐

坠落

防护

47 GB/T 23469—2009 坠落防护 连接器 国标 推荐

48 GB/T 24538—2009 坠落防护 缓冲器 国标 推荐

49 GB/T 24537—2009
坠落防护 带柔性导轨的

自锁器
国标 推荐

50 GB/T 23468—2009
坠落防护装备安全使用

规范
国标 推荐

51 GB/T 6096—2020
坠落防护 安全带系统性

能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一）采标情况

1.美国个体防护装备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美国对雇主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情况的监管由职业安全

卫生管理局（OSHA）负责，其职责和功能类似我国的应急管

理局，监督内容主要包括：雇主是否采取措施保证员工配备

了充足的个体防护装备；雇主为雇员配备的个体防护装备在

设计和结构方面是否安全；雇主是否正确评估了作业现场的

职业安全危害并依据相关联邦标准为雇员正确配备了个体

防护装备；是否使用了有缺陷或损坏的个体防护装备；是否

为雇员提供了正确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培训。如果有违法行

为，企业负责人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美国非常重视作业者的个人防护，并对个体防护装备的

配备进行详细的规定。在《职业安全卫生法》中，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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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应采取措施确保雇员免受作业场所职业安全与健康危

害；并规定每个联邦机构负责人应制定有效的职业安全健康

程序来确保雇员能够得到和保持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在联

邦法规 64 CFR 15402 中，明确规定雇主应无偿提供个体防

护装备。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OSHA）分别制定了一般工业行业、

造船行业、航运码头、港口作业、建筑行业的个体防护装备

配备联邦标准，标准号分别为 29 CFR 1910、29 CFR 1915、

29 CFR 1917、29 CFR 1918 和 29 CFR 1926。在 OSHA 29 CFR

1926 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标准中第 20 部分一般要求中规

定：本部分要求雇主提供个人防护装备（PPE）的标准，包

括呼吸器和其他类型的个人防护装备，由于对员工的危害，

对以下方面施加了单独的合规义务：要求涵盖到每位员工，

雇主必须向需要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每位员工提供个人防

护装备，每次未能向员工提供个人防护装备都可能被视为单

独的违规行为。在第 102 部分个体防护和装备中涉及较多法

规和要求，如眼睛和面部防护中要求： 雇主应确保每位受

影响的员工在暴露于飞溅颗粒、熔融金属、液体化学品对眼

睛或面部的危害时使用适当的眼睛或面部保护装置，酸或腐

蚀性液体、化学气体或蒸气，或可能有害的光辐射，及其他

各项要求。

针对起到职业性防护作用的个人防护装备产品，美国职

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采取立法的形式创建了相应的配

备以及使用准则，其中指出，针对个人防护装备的选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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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本上以下面 3 种方式为主。

a）个人防护装备选用标准。按照 29 CFR 1926“ 职业

安全与健康标准”I 部分“个人防护用品”的相关规定，在

个人防护装备的选用方面应该符合下列标准：29 CFR

1926.102 主要是针对“眼面部防护”的，对其舒适性、耐久

性、紧密性等分别提出要求。

b）个人防护装备配备标准。按照相应的需求，OSHA 也

针对一些行业甚至是特殊工种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就像是 29

CFR 1926 是建筑业需要遵循的标准。这里涵盖了：29

CFR1926.92 是“职业性足部防护”这一类用具所应该符合

的标准；29 CFR 1926.100 是“头部防护”这一类用具所应

该符合的标准；29 CFR 1926.102 是“眼面部防护”这一类

用具所应该符合的标准等。而 29 CFR 1926.92“职业性足部

防护”这一标准的内容是雇主需要针对员工供应标准为 ANZI

Z41.1-1967 的安全鞋。

c）对接触部分有害物的个人防护装备选用标准。OSHA

规定，雇主在供应防护用具的时候要按照其高毒物质的危害

程度来选择相应级别的防护用具。

2.英国个体防护装备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1974 年，英国发布了《劳动健康与安全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规定

确保作业人员的健康、安全和福利；保护他人免受与作业人

员活动有关的健康或安全风险。

1992 年，基于《劳动健康与安全法》第 15 节中相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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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英国制定和颁布了《作业用个体防护装备法规 1992》，

于 1993 年 1 月生效。该法规适用于所有作业人员使用，用

于保护其免受健康或安全风险影响的个体防护装备，包括用

于防护天气影响的防护服装，如职业用防雨服、冷环境防护

服等，规定了英国个体防护装备（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管理

中评估、配备、培训、使用、维护、判废等方面的法规要求，

确定了雇主和雇员在上述相关环节的法律责任。

针对上述个体防护装备法律法规，英国健康安全局发布

了一系列在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方面的规范文件，包括：L25

—作业场所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指南（第二版）、L132—2002

年作业中铅控制法规－批准的操作规范和指南、L143—2012

年石棉控制法规－批准的操作规范和指南。分别适用于各类

一般行业以及特殊作业/行业中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要求。

其中，在指南 L25 的第二部分，针对不同的防护用品如头部

防护、眼面部防护、手臂部防护、防护服装、高可视服装、

足部防护、坠落防护、听力防护、呼吸防护等的产品特点，

帮助雇主选择适宜的防护用品，并确保能正确使用和维护。

在英国脱欧前，英国直接采用欧盟的各项个体防护装备

标准，英国脱欧后，依然采用欧盟 EN 标准作为英国的指定

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并发布了指定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列表，

包括 211 项目，覆盖头部防护、呼吸防护、眼面防护、防护

服装、手部防护、足部防护、坠落防护等各个部类个体防护

装备（劳动防护用品）的标准。

2022 年 1 月 5 日，英国对《作业用个体防护装备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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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进行了修订，并于 1 月 10 日通过了审议，2022 年 4

月 6 日，新版本正式生效，名称变更为《作业用个体防护装

备（修订）法规 2022》，扩展了法规的适用范围，并增加或

明确了一些重要定义。

3.欧盟个体防护装备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30 余年来，欧洲的个体防护装备法规历经多次修订，对

产品的检测、市场销售和使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欧盟指令是

为整个欧盟范围制定的法律，欧盟成员国有责任在规定的截

止日期前将其转化为本国法律。1989 年 6 月 12 日，欧盟通

过了被称为具有重大里程碑性质的关于职业安全与健康的

框架性指令（89/391/EEC），该指令的目的是为保证欧盟作

业者拥有必要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障，各成员国可照此指令

进行职业安全健康立法或推行更严格的职业安全健康法规。

该法规要求雇主对作业场所的危害因素进行评估，并采取措

施提升作业场所工人的防护水平；也要求雇员正确使用个体

防护装备。

1989 年 11 月 30 日，为了促进框架性指令的执行，欧盟

发布了对工人在工作现场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的最低安全和

健康要求的指令：“使用个体防护装备指令”（Directive

89/656/EEC）。指令中规定当工作场所中的危害因素无法避

免或无法用技术手段降至足够低时，必须为员工配备个体防

护装备；个体防护装备应满足各成员国内部的标准规定；雇

主应在充分评估危害因素的基础上，免费提供足够的个体防

护装备等。



21

1995 年 6 月 30 日起，制造商或供应商若想将其产品投

放至欧盟国家市场，就须遵守欧盟指令，主要是指令

89/686/EEC。它在 1995 年就成了欧洲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

分。之后，供应商须按照认证、批准流程才能在个体防护装

备上印有今日所熟知的“CE”标志。

2016 年 3 月 31 日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的个体防护装

备法规（EU）2016/425，属于欧盟个人防护装备管理的最高

层次的法律，取代了指令 89/686/EE，该指令于 2018 年 4

月 21 日废除。新规出台前，分别于 2010 年、2011 年进行了

影响力研究和公众咨询，确定法规是否需要修订。期间，多

个利益相关方对法规修订案提供了反馈，最终形成了一份文

本。2013 年和 2014 年，欧盟又对两项研究进行了审查，随

后建议对法规进行修订。之后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盟

的代表就提案草案最终版开展了三方对话，并于 2015 年底

完成草案的起草工作。法规明确了各种运营商的义务和责任，

所有供应链和分销链的人员都要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个体防

护装备合规。除欧盟要求及通用部分外，各成员国也分别有

单独的法律法规及规范等，也应予以遵守。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上述国际配备标准。

（二）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次制定的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2 部

分：建筑》对应美国系列标准建筑行业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联邦标准，标准号分别为 29 CFR 1926；对应英国工作场所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方面的规范文件 L25—作业场所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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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配备指南（第二版），对应欧盟的个体防护装备法规为

（EU）2016/425，

与国外配备标准相比，相同点是配备程序是相同的，都

是基于对工作场所危害因素充分辨识的基础上进行个体防

护装备的配备；不同点是我国的配备标准罗列了建筑行业的

典型工种和相似工种，对其危害因素一一辨识，并对每个工

种进行了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同时也符合我国建筑行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特点，同国外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对建筑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更具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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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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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标准在颁布 12 个月后实施，原因在于：1.建筑

行业多年来一线作业群体比较稳定，从管理层到作业层思想

容易固化，标准颁布后需要对相关生产厂家、检测检验机构

和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标准的宣贯和培训，保证相关机构和部

门了解标准要求，并贯彻执行。2.标准颁布后，用人单位需

要时间按照本标准对各工种的危害因素一一进行辨识和评

估，以此为基础选择个体防护装备；并建立健全个体防护装

备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采购、验收、保管、选择、发放、

使用、报废、培训等内容，建立健全个体防护装备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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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等

个体防护装备是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技术措施还不能完全消除生产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时，佩

戴个体防护装备就成为劳动者防御外来伤害，保证个人安全

和健康的最后和唯一的手段。目前来看，中国建筑市场规模

依然比较庞大，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 2023 年

建筑业生产总值增加值 8.6 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

6.8%，建筑企业数量约为 15.8 万家，国内建筑工人数量约

为 5253 万。建筑业是中国支柱产业，因此做好建筑业个体

防护装备保障工作也是对国民经济的保障支撑的重要举措。

同其他高危行业相比，建筑行业具有人员流动性大、环

境变化性大和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加上一线作业人员年

龄不断增加，老龄化加剧，个人安全意识薄弱，导致潜在的

安全事故风险加大。从事故数量上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公布的历年安全生产事故信息统计，近 5 年来全国建筑行

业群死群伤事故呈现下降态势，但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数量并

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以房屋市政工程为例，2018 年较大及以

上安全生产事故数量 22 起，到 2023 年减少为 8 起，2022 年

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552 起，2023 年为 576 起，反而出现了反

弹趋势，充分说明作业人员的个体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

控制和解决；从事故类型上看，根据近些年住建部建筑施工

伤亡事故占比统计，高坠事故和物体打击事故占所有事故类

型的三分之二，分别为 47.8%和 12.8%，反映出当前建筑行

业对一线作业人员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及使用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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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高坠事故和物体打击事故频发；总体来看，建筑施工领

域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备仍存在较大的问题，急需进一步进行

规范。2024 年 4 月份，应急管理部通报了建筑施工事故总量

超过了道路运输的事故量，成为第二大事故集中多发的领域，

如何控制和减少一般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已成为建筑行业急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但目前建筑行业缺少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国家标准的引领，这导致了在标准规范层面上对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的约束力度存在不足，相关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监管也

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加快推进该行业领域内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规范的制定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改善行业内从业

人员的个体防护状况起到积极作用，有效降低一般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几率。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政府执法人员对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监管提供执法和监督依据，为建筑企业个体防护装备

的配备提供配备指导和配备约束，从而保障我国广大建筑行

业从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同时，

由于目前我国建筑企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数量严重不足，报

废周期不规范，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扶持和引导我国

个体防护装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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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实施监督的主体为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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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后，将填补建筑行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国家标准的

空白，为建筑行业提供个体防护装备配备依据，为国家监管

执法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执法依据和执法规范。新标准颁布实

施后，建筑行业用人单位应将本标准作为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的总体配备依据，监督管理部门应将本标准作为总体执法依

据和执法规范，对建筑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

管理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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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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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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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监质监〔2019〕35 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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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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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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报。本项目属于专业领域的管理规定，非直接涉及

的国际贸易产品或服务，无需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所涉及的产品包括头部防护装备（安全帽）、眼面部防

护装备（焊接眼护具、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等）、听力防护装

置（耳塞、耳罩）、呼吸防护装备（长管呼吸器、动力送风

过滤式呼吸器、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自吸过滤式防

毒面具、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等）、防护服装（防电

弧服、防静电服、高可视性警示服、焊接服、化学防护服等）、

手部防护装备（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防化学手套、防静电

手套、防热伤害手套、焊工防护手套、机械伤害防护手套等）、

足部防护装备（安全鞋、防化学品鞋等）、坠落防护装备（安

全带、安全绳、缓冲器、连接器、水平生命线装置、速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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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器、自锁器、安全网、挂点装置）等。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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