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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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GB 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的第 9 部分。GB 3980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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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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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GB 39800.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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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和《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

范》要求的具体化、标准化。GB 3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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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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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情况适时纳入更多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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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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9部分：汽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行业各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的总体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及个体

防护装备的配备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行业各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汽车行业各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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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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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执行。

5　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用人单位应结合汽车行业安全生产的特点，按照 GB 39800.1—2020 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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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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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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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存在物体

坠落、撞击

的作业

物 体 坠 落 或 横 向

上 可 能 有 物 体 相

撞的作业

物 体 打 击 、

起重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TB⁃03 防碰撞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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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L⁃09 安全网

吊装、冲压等可能

存 在 物 体 坠 落 的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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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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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有碎屑或

液体飞溅

的作业

操作转动

机械作业

接触锋利

器具作业

地面存在

尖利器物

的作业

铲、装、吊、

推机械操

作作业

带电作业

可能有切削碎屑或

液体飞溅的作业

机 械 设 备 运 行 中

引起的绞、碾等伤

害的作业

生 产 中 使 用 的 生

产 工 具 或 加 工 产

品 易 对 操 作 者 产

生割伤、刺伤等伤

害的作业

作 业 平 面 上 可 能

存 在 对 工 作 者 脚

部 或 腿 部 产 生 刺

伤伤害的作业

重 型 采 掘 、建 筑 、

装 载 起 重 设 备 的

操作与驾驶作业

工 作 人 员 接 触 带

电部分的作业，或

工 作 人 员 身 体 的

任 一 部 分 或 使 用

的 工 具 、装 置 、设

备 进 入 带 电 作 业

区域内的作业

物体打击等

机械伤害等

机械伤害

机械伤害

车 辆 伤 害 、

起重伤害等

触 电 、电 弧

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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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职业用防雨服

FZ⁃06 焊接服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ZB⁃02 防化学品鞋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ZB⁃01 安全鞋

TB⁃01 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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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01 安全鞋

TB⁃01 安全帽

FZ⁃04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1 防电弧服 b

SF⁃01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ZB⁃01 安全鞋

焊接、打磨、切割

等 可 能 有 碎 屑 或

液体飞溅的作业

操作皮带传送机、

卷 边 机 及 包 装 机

等作业

钣金件、冲压件搬

运等作业

施工、检修现场

铲、装、吊、推机械

操作作业

电 气 设 备 或 线 路

带电作业、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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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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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高温热辐

射或热接

触作业

易燃易爆

场所作业

低温作业

高处作业

吸入性气

相毒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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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业 场 所 存 在 甲

类、乙类易燃易爆

物 质 并 可 能 引 起

燃烧、爆炸

作 业 地 点 平 均 气

温低于或等于 5 ℃
的作业；或接触低

温 物 体 造 成 伤 害

的作业

在 距 坠 落 高 度 基

准面 2 m 及 2 m 以

上，且有坠落风险

的场所作业

作业场所从事接触

常温、常压下呈气

体或蒸气状态、经

呼吸道吸入能产生

毒害物质的作业，

包括刺激性气体和

窒息性气体

高温或热辐

射伤害

火灾、爆炸等

低温伤害等

高处坠落等

中毒、窒息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5 隔热服  
SF⁃05 防热伤害手套

ZB⁃01 安全鞋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2 防静电服

FZ⁃12 阻燃服

SF⁃04 防静电手套

ZB⁃01 安全鞋

TB⁃01 安全帽

FZ⁃09 冷环境防护服  
SF⁃02 防寒手套

ZB⁃01 安全鞋

TB⁃01 安全帽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03 缓冲器

ZL⁃04 缓降装置

ZL⁃05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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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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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自吸过滤式逃生呼吸器 c

一体成型压铸，扒

渣、放液等近距离

接 触 熔 融 金 属 等

作业

操作加油、油料灌

装、铝镁件打磨、涂

装喷调漆等作业

在 北 方 冬 季 露 天

作业（室外巡检、

维修、调试车辆）

等作业

高空安装、设施设

备检查、维修等在

高处进行的作业

喷漆、水处理、实验

分析、设备设施维

修、应急处置等可

能 接 触 有 毒 气 体

或者蒸气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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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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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有限空间

作业

吸入性粉

尘作业

沾染性毒

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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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分

数）小于 19.5%］和

毒气、有毒气溶胶

超 过 标 准 且 不 能

及 时 排 出 等 场 所

中作业

作 业 场 所 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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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业 场 所 从 事 接

触能黏附于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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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

坠落等

粉 尘 伤 害 、

中毒等

中毒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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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04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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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缓降装置

ZL⁃05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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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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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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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ZB⁃02 防化学品鞋

生产区域内封闭、

半封闭的设施及场

所内的作业，如管

道、池等孔道或排

水系统内的作业

焊接、金属件切割

等 有 可 能 吸 入 颗

粒物的作业

调漆、实验分析、

设备设施维修、粉

末 喷 涂 等 有 可 能

沾 染 有 毒 物 质 的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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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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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a 此个体防护装备的产品标准正在制定中。
b FZ⁃01 防电弧服产品标准为 GB 8965.4。
c HX⁃09 自吸过滤式逃生呼吸器产品标准为 GB 42302。

噪声作业

强光作业

腐蚀性作业

人工搬运

作业

野外作业

存在有损听力、有

害健康或有其他危

害的声音，且 8 h/d
或 40 h/周噪声暴

露等效声级大于或

等 于 80 dB（A）的

作业

强 光 源 或 产 生 强

烈 红 外 辐 射 和 紫

外辐射的作业

从 事 接 触 腐 蚀 性

物质的作业

通 过 人 力 搬 运 的

作业

野外露天作业

听力损伤等

弧 光 、电 弧

焊等

化 学 性 烧

灼、中毒等

物体打击等

紫外伤害、高

低温伤害等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YM⁃01 焊接眼护具

YM⁃03 强光源防护镜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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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ZB⁃02 防化学品鞋

TB⁃01 安全帽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3 职业用防雨服

FZ⁃09 冷环境防护服  
SF⁃02 防寒手套

ZB⁃01 安全鞋

机加工、冲压、压

缩机、鼓风机、泵

房区、风机、空压

机、冷冻机房、循

环水泵房、过滤机

等 存 在 噪 声 危 害

的作业

焊接等作业

生产或使用硫酸、

盐酸、硝酸、氢氟

酸、液体强碱、固

体 强 碱 、重 铬 酸

钾、高锰酸钾等的

作业

人力抬、扛、推、搬移

野 外 汽 车 测 试 等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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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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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应按照以下一种或两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a） 根据作业类别结合表 1 辨识的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并依据表 1 建议的适用个体防护装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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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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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考附录 B 执行。对于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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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按 GB 39800.1—2020 的要求，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6.3　用人单位应根据地域温度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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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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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汽车行业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汽车行业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见表 A.1。

表 A.1　汽车行业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QC⁃01

QC⁃02

汽车生

产线操

作工

汽车机

加工

汽车冲压生产

线操作工

汽车焊装生产

线操作工

汽车涂装生产

线操作工

汽车热处理生

产线操作工

汽车锻造生产

线操作工

汽车铸造生产

线操作工

汽车装配生产

线操作工

钳工

管工

机床操作工

铆工

QC⁃01⁃001

QC⁃01⁃002

QC⁃01⁃003

QC⁃01⁃004

QC⁃01⁃005

QC⁃01⁃006

QC⁃01⁃007

QC⁃02⁃001

QC⁃02⁃002

QC⁃02⁃003

QC⁃02⁃004

—

—

—

—

—

—

—

—

—

—

—

坠落物、外形缺陷、飞溅物、

噪声、作业场所湿滑

坠落物、外形缺陷、高温物

质、有毒品、非电离辐射、飞

溅物、粉尘和气溶胶、噪声

粉尘和气溶胶、有毒品、飞溅

物、静电、噪声、高温物质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高温物质、有

毒品、粉尘和气溶胶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高温物质、有

害光照、粉尘和气溶胶、噪声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高温物质、有

害光照、粉尘和气溶胶、噪声

坠落物、外形缺陷、噪声、飞

溅物、粉尘和气溶胶、有毒品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粉尘和气溶

胶、噪声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粉尘和气溶

胶、噪声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噪声

典型工种

类别

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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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3

QC⁃04

QC⁃05

汽车饰

件制造

汽车

检验

通用

工种

汽车饰件制造

工

汽车装调工

汽车性能试

验工

汽车道路试

验工

加油工

电工

焊工

专职管理（安

全）员

铲车工

QC⁃03⁃001

QC⁃04⁃001

QC⁃04⁃002

QC⁃04⁃003

QC⁃04⁃004

QC⁃05⁃001

QC⁃05⁃002

QC⁃05⁃003

QC⁃05⁃004

汽车塑料配料工、汽车塑料注塑

工、汽车塑料真空成型工、汽车热

塑成型工、汽车聚氨酯发泡工、聚

氨酯浇注成型工、汽车饰件粘结

工、热熔（高频）复合工、汽车饰件

热压成型工、汽车饰件缝工、汽车

饰件装配工、汽车饰件检验工

汽车发动机装调工、汽车变速器

装调工、汽车电气装调工、汽车整

车装调工、汽车零部件装调工

—

—

卸油工

值班电工、电气设施安装工、维修

电工

—

施工管理员、安全监督管理人员

拖车工、物流运输工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粉尘和气溶

胶、有毒品、噪声

坠落物、外形缺陷、飞溅物、

噪声

粉尘和气溶胶、噪声

粉尘和气溶胶、噪声、有害光

照、高温、低温

易燃液体、静电、有毒品、粉

尘和气溶胶、作业场所湿滑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飞溅物、电伤害、坠落、

粉尘和气溶胶

粉尘和气溶胶、飞溅物、有毒

品、高温物质、非电离辐射、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

缺陷

坠落物、作业场地湿滑、外形

缺陷、粉尘和气溶胶、有毒

品、飞溅物、噪声

坠落物、粉尘和气溶胶、噪

声、外形缺陷

表 A.1　汽车行业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续)

典型工种

类别

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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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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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QC⁃01⁃001

QC⁃01⁃002

QC⁃01⁃003

防碰撞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焊接眼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工作服

焊接防护服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工作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秋

夏

冬

春夏秋

冬

QC⁃01⁃001TB

QC⁃01⁃001YM

QC⁃01⁃001TL

QC⁃01⁃001SF

QC⁃01⁃001ZB

QC⁃01⁃002TB

QC⁃01⁃002YM

QC⁃01⁃002TL

QC⁃01⁃002HX

QC⁃01⁃002FZ

QC⁃01⁃002SF

QC⁃01⁃002ZB

QC⁃01⁃003TB

QC⁃01⁃003YM

QC⁃01⁃003TL

防碰撞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防机械危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普通型、耐熔融金属飞溅

防寒、耐熔融金属飞溅

防有害弧光、熔融金属飞溅或粉尘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阻燃

焊接防护

防机械危害、焊接防护

保护足趾、防刺穿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寒

防静电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30

36

耳塞：3
耳罩：12

3

12

24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24

12

36

24

3

12

24

12

36

耳塞：3
耳罩：12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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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1⁃003

QC⁃01⁃004

QC⁃01⁃005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工作服

化学防护服

防护手套

防化学品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隔热服

防护手套

安全鞋

防碰撞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隔热服

防护手套

安全鞋

春秋

夏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QC⁃01⁃003HX

QC⁃01⁃003HX

QC⁃01⁃003FZ

QC⁃01⁃003SF

QC⁃01⁃003ZB

QC⁃01⁃004TB

QC⁃01⁃004YM

QC⁃01⁃004HX

QC⁃01⁃004FZ

QC⁃01⁃004SF

QC⁃01⁃004ZB

QC⁃01⁃005TB

QC⁃01⁃005YM

QC⁃01⁃005TL

QC⁃01⁃005HX

QC⁃01⁃005FZ

QC⁃01⁃005SF

QC⁃01⁃005ZB

防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防静电

防粉尘、防化学品

防静电

防化学品

防静电

防静电、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隔热

防机械危害、隔热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防碰撞

防御紫外线、防可见光、防冲击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隔热

隔热

保护足趾、防刺穿、隔热、防滑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24

12

36

12

3

3

12

24

30

30

36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24

3

12

24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24

3

12

表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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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1⁃006

QC⁃01⁃007

QC⁃02⁃001

QC⁃02⁃002

防碰撞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隔热服

防护手套

安全鞋

防碰撞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QC⁃01⁃006TB

QC⁃01⁃006YM

QC⁃01⁃006TL

QC⁃01⁃006HX

QC⁃01⁃006FZ

QC⁃01⁃006SF

QC⁃01⁃006ZB

QC⁃01⁃007TB

QC⁃01⁃007YM

QC⁃01⁃007HX

QC⁃01⁃007TL

QC⁃01⁃007HX

QC⁃01⁃007SF

QC⁃01⁃007ZB

QC⁃02⁃001TB

QC⁃02⁃001YM

QC⁃02⁃001SF

QC⁃02⁃001ZB

QC⁃02⁃002TB

QC⁃02⁃002YM

QC⁃02⁃002TL

保护足趾、防刺穿、隔热、防滑、防寒

防碰撞

防御紫外线、防可见光、防冲击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隔热

隔热

保护足趾、防刺穿、隔热、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隔热、防滑、防寒

防碰撞

防御紫外线、防可见光、防冲击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24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24

3

12

24

30

36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3

12

24

30

30

36

3

12

24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QC⁃01⁃005 安全鞋 QC⁃01⁃005ZB

表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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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2⁃003

QC⁃02⁃004

QC⁃03⁃001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QC⁃02⁃002HX

QC⁃02⁃002SF

QC⁃02⁃002ZB

QC⁃02⁃003TB

QC⁃02⁃003YM

QC⁃02⁃003TL

QC⁃02⁃003HX

QC⁃02⁃003SF

QC⁃02⁃003ZB

QC⁃02⁃004TB

QC⁃02⁃004YM

QC⁃02⁃004TL

QC⁃02⁃004SF

QC⁃02⁃004ZB

QC⁃03⁃001TB

QC⁃03⁃001YM

QC⁃03⁃001TL

QC⁃03⁃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3

12

24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3

12

24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3

12

24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QC⁃02⁃002

表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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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4⁃001

QC⁃04⁃002

QC⁃04⁃003

QC⁃04⁃004

防护手套

安全鞋

放碰撞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防护手套

安全鞋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冷环境防护服

防寒手套

工作帽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工作服

防护手套

安全鞋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秋

夏

冬

春夏秋

冬

QC⁃03⁃001SF

QC⁃03⁃001ZB

QC⁃04⁃001TB

QC⁃04⁃001YM

QC⁃04⁃001TL

QC⁃04⁃001SF

QC⁃04⁃001ZB

QC⁃04⁃002TL

QC⁃04⁃002HX

QC⁃04⁃003YM

QC⁃04⁃003TL

QC⁃04⁃003HX

QC⁃04⁃003FZ

QC⁃04⁃003SF

QC⁃04⁃004TB

QC⁃04⁃004HX

QC⁃04⁃004FZ

QC⁃04⁃004SF

QC⁃04⁃004ZB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防碰撞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防机械伤害

保护足趾、防刺穿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寒

防噪声

防油性颗粒物

防可见光

防噪声

防油性颗粒物

防寒

防寒

防静电

防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防静电

耐油、防滑、防静电

耐油、防滑、防静电、防寒

3

12

24

30

36

耳塞：3
耳罩：12

3

12

24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24

3

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24

12

36

3

12

24

QC⁃03⁃001

表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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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5⁃001

QC⁃05⁃002

QC⁃05⁃003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电弧服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带

自锁器/速差自控器

安全帽

焊接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焊接防护服

焊工防护手套

安全鞋

安全帽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耳塞（罩）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QC⁃05⁃001TB

QC⁃05⁃001YM

QC⁃05⁃001TL

QC⁃05⁃001HX

QC⁃05⁃001FZ

QC⁃05⁃001SF

QC⁃05⁃001ZB

QC⁃05⁃001ZL

QC⁃05⁃002TB

QC⁃05⁃002YM

QC⁃05⁃002TL

QC⁃05⁃002HX

QC⁃05⁃002FZ

QC⁃05⁃002SF

QC⁃05⁃002ZB

QC⁃05⁃003TB

QC⁃05⁃003YM

QC⁃05⁃003TL

电绝缘

电绝缘、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防颗粒物

防电弧

电绝缘

防机械危害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电绝缘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电绝缘、防寒

坠落悬挂、围杆作业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普通型，耐熔融金属飞溅

防寒，耐熔融金属飞溅

防有害弧光、熔融金属飞溅或粉尘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焊接防护

焊接防护

保护足趾、防刺穿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冲击、防飞溅物

防噪声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24

定期检验

3

12

24

36

定期检验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24

12

12

24

30

30

36

耳塞：3
耳罩：12

表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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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5⁃004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或隔绝式呼吸器

安全鞋

安全帽

耳塞（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护手套

春夏秋

冬

春夏秋

冬

QC⁃05⁃003HX

QC⁃05⁃003ZB

QC⁃05⁃004TB

QC⁃05⁃004TL

QC⁃05⁃004HX

QC⁃05⁃004SF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有毒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防寒

普通型

防寒

防噪声

防非油性颗粒物

防机械伤害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防毒面具及时

更换过滤元件

12

24

30

30

耳塞：3
耳罩：12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3

QC⁃05⁃003

表 B.1　汽车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月

B.2　配备说明

B.2.1　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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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用人单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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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体防护装备的最长更换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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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产品说明书、产品有效期限、实际使用时间、工作强度、定期检验情况、卫生情

况、磨损情况等适当调整。

B.2.3　当常年滑动平均气温序列无连续 5 d 小于 10 ℃（如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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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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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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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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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网等个体防护装备

可为班组配置。

B.2.6　滤毒盒/滤毒罐的更换期限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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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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