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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迪前言： 

依据 2002 年 5 月 12 日颁布的《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352 号令)，

使用有毒物品和高毒物品的企业，需获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但这一规定自

颁布之日起一直未真正实施，并且仅于 2003 年颁布了《高毒物品目录》，《一

般有毒物品目录》至今未颁布。 

国家安监总局依据已颁布的《高毒物品目录》(含 54 中化学品)，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颁布了《用人单位使用有毒物品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规定企业应进行职业健康评价，并提交其它相应材料，向当地的安监部门

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Forward by Randis: 

Order 352 <Decree on Labor Protection in Workplaces Where Toxic Substances Are 

Used> was enacted on May 12
th

 of 2002, ruling that companies using Toxic 

Substances and High Toxic Substances shall get ‘Occupational Health/Safety Permit’. 

While since its enation, the Decree is never really implemented, and only the ‘High 

Toxic Substance Catalogue’ was enacted in year 2003, the ‘Toxic Substance 

Catalogue’ has not been enacted yet. 

For the enacted ‘High Toxic Substance Catalogue’ which contains 54 chemicals, 

China SAWS enacted ‘Provisions on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Health/Safety 

Permit For Companies Using Toxic Substances’ (draft) for comments on September 

29
th

 of 2012.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companies using High Toxic Substances should conduct 

Occupa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prepare a certain of materials, submit the 

application to local SAWS.  

 

关于征求《用人单位使用有毒物品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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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有关中央企业： 

为了保证工作场所安全使用有毒物品，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及

其相关权益，我们组织起草了《用人单位使用有毒物品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请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征求意见”或“职

业健康司”栏目下载，网址：www.chinasafety.gov.cn），现征求你们意见，请于

2012 年 10 月 21 日前将修改意见反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职业健康司。 

联系人及电话：张宁，64463409（带传真）。 

电子信箱：zhangn@chinasafety.gov.cn 

附件：用人单位使用有毒物品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职业健康司 

2012 年 9 月 29 日 

用人单位使用有毒物品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用人单位使用高毒物品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条

件，加强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

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使用高毒物品的用人单位的管

理，适用本办法。 

高毒物品依据卫生部发布的高毒物品目录确定。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826/2012/0929/180677/files_founder_873432216/22333790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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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使用高毒物品的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当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未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

证的，不得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 

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应当取得或者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用

人单位，不再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关职业卫生安全许可的内

容纳入安全生产许可范围。 

第四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职业卫生安全许可

证的颁发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颁发实施监督管理，具体办法由省级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第五条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按照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分

行业、按步骤实施。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定期发布许可行业目录及准入条件。 

第二章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条件 

第六条  用人单位的设立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职业卫生“三同时”的备案、审

核、审查和竣工验收。 

第八条  用人单位的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以及职业病

防护设施必须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工作场所防

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措施规范》（GBZ/T194）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规定。 

第九条  用人单位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前，应当委托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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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使用高毒物品工作场所进行职

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自收到起 1 年内有效。 

新建用人单位的职业病符合设施已依法通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竣工验收的，在取得竣工验收批复之日起 3 年内申请职业卫生安

全许可证的，不需要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法律、法规有特殊规

定的除外。 

第十条  用人单位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工作场所不得住人； 

（二） 生产布局合理，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高毒作业与其他

作业隔离； 

（三） 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防护设施； 

（四）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 

（五） 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六）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七）存在或者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

设施，应当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的规定，

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存在或产生高毒物品的作业岗位，应当按照《高毒物品作业岗位

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GBZ/T203）的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高毒物

品告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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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设置报

警装置，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

区。 

（九）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置职业卫生管

理机构，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确定职业卫生主管人员； 

（二）配备 1 名以上或者不少于本用人单位劳动者总数 5‰的专

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具备

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

定期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明。 

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岗位的劳动者，应当接受专门的职业卫生培训

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一）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二）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四）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五）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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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八）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十）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十一）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十二）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

办法》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放射工作人员职业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235）等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为劳动

者开展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全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现状评价，并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使用有毒物品的劳动者提供符合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的防护用品，并确保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制定职业中毒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按国

家有关要求配备应急装备设备和设置救援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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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劳动者缴纳保险

费。 

第三章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需要提交下列文

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或者用人单位名称工商预先核准文件； 

（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及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的书面文

件； 

（四）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使用高毒物品工作岗位

的劳动者的培训证明； 

（四）职业病防治岗位责任制文件复印件； 

（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目录； 

（六）有毒作业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目录； 

（七）使用高毒物品名单、用量及使用场所； 

（八）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或者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报告及竣工验收批复文件复印件； 

（九）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复印件； 

（十）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记录； 

（十一）法律、法规要求的文件、资料。 

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书

及文件、资料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资料齐全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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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的书面凭证；申请资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

内容；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发证机关职责范围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不

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对已受理的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及专家赴现场核

查或委托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人员应当检查核实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是否符合职业卫

生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以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准

入条件。 

第二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颁发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决定。 

决定颁发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单位

颁发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决定不予颁发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应当

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 

第二十四条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效期三年。职业卫生安全许

可证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印制。 

第四章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延续与变更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应当在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内，向原职

业卫生安全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换证手续，并提交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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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资料： 

（一）延续申请书； 

（二）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正本和副本复印件； 

（三）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相应文件、资料。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用人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并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

收回原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换发新的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决定不

准予延续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在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一）变更用人单位名称； 

（二）变更注册地址；  

（三）变更主要负责人； 

（四）改建、扩建使用高毒物品的生产设施且其职业病危害防护

设施经验收合格的。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变更

情形的，用人单位申请变更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时，应当提交变更申

请书（一式三份）、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正本和副本、变更后的工商

营业执照复印件。 

用人单位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变更情形的，用人单位申请

变更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时，应当提交变更申请书（一式三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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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正本和副本、变更后主要负责人的培训资格或合格

证明复印件。 

用人单位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变更情形的，用人单位申请

变更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时，应当提交变更申请书（一式三份）、职

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正本和副本、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的

证明文件。 

第二十八条  对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情形的职业卫生安全

许可证变更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办理变更手续。 

对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情形的职业卫生安

全许可证变更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材料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已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强

日常职业卫生管理，持续改善职业卫生条件，保证工作场所符合职业

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并接受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用人单位不得转让、冒

用、涂改、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使用伪造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审查、颁发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在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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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管理和监督检查中，不得索取或者接受用人单位的财物，不得谋

取其他利益。 

第三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用人单位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应当撤销已颁发的职业

卫生安全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颁发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注销

其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一）终止所有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 

（二）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超过有效期，未提出延续申请的。 

（三）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被依法撤销或吊销的。 

第三十五条  发现用人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

料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该

用人单位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用人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后

被依法予以撤销的，该用人单位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

可证。 

第三十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取得

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以及注销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用人单位名单。 

第三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

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信息管

理制度。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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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护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举报。 

第六章  罚则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权予以取

缔；造成职业中毒事故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

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经营所得，并处经营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对劳

动者造成人身伤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暂扣其职业卫生

安全许可证： 

（一）未按本办法的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的； 

（三）不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职业卫生条件的。 

用人单位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吊销其职业卫生

安全许可证：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职业卫

生安全许可证的； 

（二）被暂扣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经停产整顿后仍不具备本办

法规定的职业卫生条件的。 

用人单位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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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第四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向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许可条件的用人单位颁发职业卫生

安全许可证的；  

（二）发现取得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用人单位不再具备本办法

规定的职业卫生条件的，不依法处理的； 

（三）在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颁发、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索

取或者接受用人单位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用人单位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

不包括从事高毒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处置废弃等场所。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月  日起实施。 

 

高毒物品目录  （2003 年版） 

The catalogue of high toxic substances (Ver 2003) 

 

序号 

No. 

毒物名称 CAS No． 

Name and CAS No. 

别名 

Byname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MAC 

(mg/m3) 

PC-TWA 

(mg/m3) 

PC-STEL 

(mg/m3) 

1 
N-甲基苯胺 

100-61-8 
  N-Methyl aniline —— 2 5 

2 
N-异丙基苯胺  

768-52-5 
  N-Isopropylaniline —— 10 25 

3 
氨 

7664-41-7 
阿摩尼亚 Ammonia —— 20 30 

4 苯   Benzene ——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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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毒物名称 CAS No． 

Name and CAS No. 

别名 

Byname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MAC 

(mg/m3) 

PC-TWA 

(mg/m3) 

PC-STEL 

(mg/m3) 

71-43-2 

5 
苯胺 

62-53-3 
  Aniline —— 3 7.5 

6 
丙烯酰胺 

79-06-1 
  Acrylamide —— 0.3 0.9 

7 丙烯腈 107-13-1   Acrylonitrile —— 1 2 

8 对硝基苯胺 100-01-6   p-Nitroaniline —— 3 7.5 

9 
对硝基氯苯/二硝基氯苯 

100-00-5/25567-67-3 
  

p-Nitrochlorobenzene/ 

Dinitrochlorobenzene 
—— 0.6 1.8 

10 
二苯胺  

122-39-4 
  Diphenylamine —— 10 25 

11 
二甲基苯胺  

121-69-7 
  Dimethylanilne —— 5 10 

12 
二硫化碳  

75-15-0 
  Carbon disulfide —— 5 10 

13 
二氯代乙炔 

7572-29-4 
  Dichloroacetylene 0.4 —— —— 

14 

二硝基苯(全部异构体) 

582-29-0/ 

99-65-0/100-25-4 

  Dinitrobenzene(all isomers) —— 1 2.5 

15 
二硝基（甲）苯  

25321-14-6 
  Dinitrotoluene —— 0.2 0.6 

16 
二氧化（一）氮 

10102-44-0 
  Nitrogen dioxide —— 5 10 

17 
甲苯-2,4-二异氰酸酯(TDI) 

584-84-9 
  Toluene-2,4-diisocyanate(TDI) —— 0.1 0.2 

18 
氟化氢 

7664-39-3 
氢氟酸 Hydrogen fluoride 2 —— —— 

19 
氟及其化合物(不含氟化

氢) 
  Fluorides(except HF), as F —— 2 5 

20 
镉及其化合物  

7440-43-9 
  Cadmium and compounds —— 0.01 0.02 

21 
铬及其化合物 

305-03-3 
  Chromic and compounds 0.05 0.15 —— 

22 
汞  

7439-97-6 
水银 Mercury ___ 0.02 0.04 

23 
碳酰氯 

75-44-5 
光气 Phosgene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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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毒物名称 CAS No． 

Name and CAS No. 

别名 

Byname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MAC 

(mg/m3) 

PC-TWA 

(mg/m3) 

PC-STEL 

(mg/m3) 

24 
黄磷 

7723-14-0 
  Yellow phosphorus —— 0.05 0.1 

25 
甲（基）肼 

60-34-4 
  Methyl hydrazine 0.08 —— —— 

26 
甲醛  

50-00-0 
福尔马林 Formaldehyde 0.5 —— —— 

27 焦炉逸散物   Coke oven emissions —— 0.1 0.3 

28 
肼；联氨 

302-01-2 
  Hydrazine —— 0.06 0.13 

29 
可溶性镍化物  

7440-02-0 
  Nickel soluble compounds —— 0.5 1.5 

30 
磷化氢；膦  

7803-51-2 
  Phosphine 0.3 —— —— 

31 
硫化氢 

7783-06-4 
  Hydrogen sulfide 10 —— —— 

32 
硫酸二甲酯  

77-78-1 
  Dimethyl sulfate —— 0.5 1.5 

33 
氯化汞 

7487-94-7 
升汞 Mercuric chloride —— 0.025 0.025 

34 
氯化萘  

90-13-1 
  Chlorinated naphthalene —— 0.5 1.5 

35 
氯甲基醚 

107-30-2 
  Chloromethyl methyl ether 0.005 —— —— 

36 
氯；氯气 

7782-50-5 
  Chlorine  1 —— —— 

37 
氯乙烯；乙烯基氯  

75-01-4 
  Vinyl chloride   10 25 

38 
锰化合物(锰尘、锰烟) 

7439-96-5 
  Manganese and compounds —— 0.15 0.45 

39 
镍与难溶性镍化物 

7440-02-0 
  

Nichel and insoluble 

compounds 
—— 1 2.5 

40 
铍及其化合物 

7440-41-7 
  Beryllium and compounds —— 0.0005 0.001 

41 
偏二甲基肼  

57-14-7 
  

Unsymmetric 

dimethylhydrazine 
—— 0.5 1.5 

42 
铅：尘 / 烟 

7439-92-1/7439-92-1 

  Lead dust 0.05 —— —— 

  Lead fume 0.03 —— —— 

43 
氰化氢（按 CN 计）  

460-19-5 
  Hydrogen cyanide,as CN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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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毒物名称 CAS No． 

Name and CAS No. 

别名 

Byname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MAC 

(mg/m3) 

PC-TWA 

(mg/m3) 

PC-STEL 

(mg/m3) 

44 
氰化物（按 CN 计） 

143-33-9 
  Cyanides,as CN 1 —— —— 

45 
三硝基甲苯  

118-96-7 
TNT  Trinitrotoluene —— 0.2 0.5 

46 
砷化（三）氢；胂  

7784-42-1 
  Arsine 0.03 —— —— 

47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 

7440-38-2 
  

Arenic and inorganic 

compounds 
—— 0.01 0.02 

48 
石棉总尘/纤维 

1332-21-4 
  Asbestos   0.80.8f/ml 1.51.5f/ml 

49 
铊及其可溶化合物 

7440-28-0 
  

Thallium and soluble 

compounds 
—— 0.05 0.1 

50 
（四）羰基镍  

13463-39-3 
  Nickel carbonyl 0.002 —— —— 

51 
锑及其化合物  

7440-36-0 
  Antimony and compounds —— 0.5 1.5 

52 
五氧化二钒烟尘 

7440-62-6 
  

Vanadium pentoside fume and 

dust 
—— 0.05 0.15 

53 
硝基苯 

98-95-3 
  Nitrobenzene (skin) —— 2 5 

54 
一氧化碳（非高原）  

630-08-0 
  

Carbon monoxide not in high 

altitude area  
—— 20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