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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顺昌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青岛泰光制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纪业武、滕志昂、姜素霞、沙慧、刘玉鹏、张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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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鞋企业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鞋企业职业病隐患排查和治理的基本要求、隐患分级与分类、工作程序和内容、文

件管理和持续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制鞋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职业病隐患排查和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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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37/T 2883-2016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DB37/T 3012-2017  用人单位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3 术语、定义 

DB37/T 2883-2016、 DB37/T 3012-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鞋企业 footwear industry 

全部或部分采用皮革、橡胶、合成橡胶以及塑料、帆布、绳索、木料等材料，制成靴、鞋、凉鞋、

拖鞋及木履等的生产企业。 

3.2   

基础管理隐患  basic management hidden risk 

在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人员配备、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制定及执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健康监护、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

及演练、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违反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管理的缺陷。 

3.3  

现场管理隐患  field management hidden risk 

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的设置、运行及维护、个体防护用品配备与使

用、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等方面存在的缺陷。 

4 基本要求 

4.1 企业应建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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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组织机构可由分管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等组成，全面负

责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4.1.2 组织机构（办公室）可设在职业卫生管理部门，负责体系实施方案编制、制度建设、体系运行

和维护、档案管理。 

4.2 应强化企业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车间（班组）管理人员以及劳动者在隐患排查和治理方面的职责和要求： 

4.2.1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保证职业病隐患治理资金投入，及时掌握重大隐患治理情况，治理重大隐患

前督促有关部门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 

4.2.2 企业分管负责人负责督促、检查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情况，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主要负责人报告重大情况，对本单位无力解决的重大隐患，及时向

上级有关部门提出报告。 

4.2.3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各部门负责人负责企业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的具体工作，定期对本单

位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形式报送体系建设领导机构。 

4.2.4 车间负责人、班组长、岗位操作工等其他人员对职责范围内的职业病隐患排查、评估、整改、

统计上报工作。 

4.3 制定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排查计划。 

4.3.1 企业应编制具体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目标、工作任

务、建设步骤和实施流程、明确各部门、各基层单位工作职责等。 

4.3.2 企业应依据生产运行特点，制定职业病隐患排查计划，明确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编制《职

业病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并定期组织评审、修订和完善。 

4.4 应建立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培训教育制度和考核制度。 

4.4.1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应根据制鞋企业自身特点，明确排查主题、周期及实施流程，确定隐患整改、

验收工作流程，做到职责、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   

4.4.2 隐患排查体系重点考核各部门、各单位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情况，主要包括：排查实施、隐

患报告、隐患治理、验收审核和信息档案管理等内容。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并实现与风险

分级管控体系有机衔接和高效运行。(考核办法参见附录 A)。  

4.4.3 企业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保障培训顺利开展的工作措施，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分阶段、

分层级实施全员培训。 

5 职业病隐患分类和分级 

5.1 职业病隐患分类 

按DB37/T 3012-2017中5.1的规定将职业病隐患分为基础管理类隐患和现场管理类隐患。 

5.2 职业病隐患分级 

按DB37/T 3012-2017中5.2的规定将职业病隐患分为一般隐患和重大隐患。 

6 工作程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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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职业病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6.1.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现场管理类隐患排查目的是检查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管控措施落实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清单

编制内容至少应包括：风险点信息、排查内容和标准、排查方法、排查周期、组织级别等，参见附录B。 

6.1.2 基础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目的是检查企业职业卫生基础管理与相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规范和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规定的符合性，清单编制内容至少应包括：基础管理项目名称、排查内容

和标准、排查方法、排查周期、组织级别等，参见附录C。 

6.2 隐患排查   

6.2.1 隐患排查类型 

排查类型可包括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和综合检查。 

6.2.2 隐患排查组织级别 

排查组织级别可分为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班组级。企业应将外包工程纳入日常职业病隐患排

查治理范围。 

6.2.3 隐患排查周期 

根据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和分级管控措施内容，排查周期宜符合下列规定： 

——岗位或班组成员现场巡检或操作时可将职业病隐患排查纳入巡检内容，实时进行隐患排查； 

——车间管理人员（车间主任或安全员）应结合岗位责任制检查，至少每周一次对现场工程技术措

施、应急处置措施及个体防护措施进行日常检查；  

——职业卫生管理部门至少每半年一次对基础管理类措施进行专项检查； 

——公司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职业病隐患专项检查，每年进行一次综合检查，两者可结合进行。 

6.2.4 隐患排查记录和上报 

企业根据职责要求，由公司、部门、车间、岗位按照排查项目清单实施隐患排查，发现一般隐患后

应及时上报组织部门，发现重大隐患应及时上报职业卫生管理部门和公司主要负责人。 

6.3 职业病隐患治理  

6.3.1 隐患治理要求 

按DB37/T 2883—2016中7.4.1的规定执行。 

6.3.2 隐患治理流程 

隐患治理流程为： 

——对于排查出的隐患，组织部门立即下达隐患整改通知至隐患所在责任部门或者责任人员进行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或者超出整改能力范围的按照程序上报，由上级责任部门下发隐患整改通知；  

——实施隐患治理。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对隐患形成的的原因进行分析，对隐患治理

措施和应急措施或预案进行论证并按规定时限落实整改；； 

——治理情况反馈。隐患存在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治理完成情况反馈至隐患整改通知下发部门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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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未能及时整改完成的应说明原因，由组织部门协同解决； 

——隐患整改验收。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应当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 

6.3.3 一般职业病隐患治理  

应按照DB37/T 3012-2017中6.3.2 执行。 

6.3.4 重大职业病隐患治理 

应按照DB37/T 3012-2017中6.3.3 执行。 

6.4 职业病隐患治理验收 

应按照 DB 37/T 3012-2017 的 6.4 执行。对于验收合格的隐患治理项目，企业应制定相应的规程，

并转入正常的维护管理。 

7 文件管理 

应按照 DB 37/T 3012-2017 的 7.3 执行。 

8 持续改进 

按照DB37/T 3012-2017 中 7.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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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制鞋企业职业病危害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管理考核办法 

A.1 目的 

 为确保职业病危害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有效运行，对职业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

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考核，制定本办法。 

A.2 考核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制鞋企业职业病危害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所涉及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部门负责人、车间管理人员、班组人员的考核。 

A.3 考核依据 

《制鞋行业企业职业病危害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指南》。 

A.4 考核方式及项目 

A.4.1 考评方式采取日常考评与定期考评相结合的方式。 

A.4.2 考评项目主要包括机构及人员、体系文件编制与执行、责任考核、编制隐患排查清单及确定排

查计划、隐患排查实施、一般事故隐患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全员培训、评审及更新及信息系统应

用。 

A.5 考评组织与内容 

A.5.1 岗位考核由职业卫生管理部门和定期评价组负责组织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对岗位的隐患排查治

理体系的知晓情况，隐患排查记录规范性等进行考核。 

A.5.2 车间考核由分管负责人和定期评价组负责组织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对车间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的知晓情况，隐患排查计划、隐患排查实施、一般事故隐患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全员培训的写实

性、规范性及档案管理等进行考核。 

A.5.3 部门考核由分管负责人和定期评价组负责组织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公司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

组织机构与人员、隐患排查方式与周期、隐患治理的知晓情况，体系文件编制、责任考核、隐患排查清

单编制、隐患排查实施、一般事故隐患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评审及更新、信息系统应用、全员培

训等规范性及执行情况。 

A.5.4 分管负责人考核由主要负责人和定期评价组负责组织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对公司的重大隐患、

全员培训的知晓情况，以及体系文件编制、责任考核、一般隐患治理组织与验收、评审及更新、全员培

训等组织情况进行考核。 

A.5.5 负责人考核由定期评价组负责组织实施，内容主要是对公司重大隐患的排查治理和验收、评审

及更新、全员培训等情况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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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考评等级与奖惩 

A.6.1 考评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未编制隐患排查清单、未实施隐患排查及重

大隐患治理的，考核结果一律为不及格。 

A.6.2 考评等级应与考评对象的年度绩效工资和评优挂钩，考评等级为优良的，应给予适度比例绩效

工资奖励及精神嘉奖；考评等级为不及格的，应适度扣发年度绩效工资，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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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制鞋企业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详见表B.1。 

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1 
职业

健康 
裁剪岗位 

一般 

风险 

鞋帮

车间 
1 

鞋帮制作

单元 

其他粉尘；皮

毛粉尘；噪声；

激光 

工程措施 

裁剪区设置轴流风机等机械排风设施加强通风；激光切割机

密闭设置并设置局部机械排烟设施；裁剪机设置减振基座；

激光切割机设置防护罩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尘口罩”、“戴护耳器”、“戴护目镜”、

“噪声有害”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配备防尘口罩、防噪耳塞或耳罩、激光护目镜并正确佩戴。 √ √ √ √ √ 

2 
职业

健康 
缝纫岗位 低风险 

缝纫

班 1 
鞋帮制作

单元 

其他粉尘；噪

声 

工程措施 
车间顶部、侧墙设置轴流风机；打眼机或捶打机单独设置、

设置隔声板和减振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尘口罩”、“戴护耳器”的警示标识，

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配备 KN90 及以上级别的防尘口罩和防噪耳塞或耳罩（SNR

在 17～34dB）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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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3 
职业

健康 
刺绣岗位 

一般风

险 

鞋帮

车间 
1 

鞋帮制作

单元 

其他粉尘；噪

声 

工程措施 
车间顶部、侧墙设置轴流风机；刺绣机集中单独布置，并设

置减振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尘口罩”、“戴护耳器”的警示标识，

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配备 KN90 及以上级别的防尘口罩和防噪耳塞或耳罩（SNR

在 17～34dB）  
√ √ √ √ √ 

4 
职业

健康 
印刷岗位 

一般风

险 

鞋帮

车间 
1 

鞋帮制作

单元 

苯、甲苯、二

甲苯、丙酮、

丁酮、乙酸乙

酯 

工程措施 

化学有毒物质管控措施：优先选用低毒或无毒物料代替有毒

物料，优先选用自动化印刷、清洗、配合生产设备，印刷、

清洗、配合等产生化学有毒物质生产设备或工艺采取有效的

密闭措施，设置局部机械排风设施和净化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有机溶剂滤毒盒） √ √ √ √ √ 

5 
职业

健康 

高频热合

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帮制作

单元 
高频辐射 

工程措施 
高频设备设置金属防护罩并设置有效接地设施；压合板设置

金属防辐射挡板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辐射面罩”、“穿防辐射服”的职业病

危害警示标识和相关危害告知卡，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

康检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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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5 
职业

健康 

高频热合

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帮制作

单元 
高频辐射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防辐射面罩、防辐射服 √ √ √ √ √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或空调通风系统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注意高温”警示标识，定期在岗期间职业

健康检查 
  √ √ √ 

6 
职业

健康 
热压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帮制作

单元 
高温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热防护服 √ √ √ √ √ 

       
       

7 
职业

健康 
配合岗位 低风险 

配合

班 
1 

鞋底制作

单元 

炭黑粉尘、其

他粉尘、氧化

锌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除尘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尘口罩”、“戴手套”、“穿防护服”的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相关危害告知卡，每年 1 次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防尘口罩、防化学品手套、化学品防护服 √ √ √ √ √ 

8 
职业

健康 
密炼岗位 

一般风

险 

鞋底

车间 
1 

鞋底制作

单元 
高温、噪声 

工程措施 

使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生产设备集中

布置，设置减振基础；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车间顶部

设置天窗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护耳器”、“穿隔热服”的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和相关危害告知卡，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

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耳塞或耳罩、白帆布类隔热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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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B.1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9 
职业

健康 
开炼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底制作

单元 
高温、噪声 

工程措施 

使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生产设备集中

布置，设置减振基础；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车间顶部

设置天窗；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车间顶部设置天窗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护耳器”、“穿隔热服”的警示标识，每

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耳塞或耳罩、白帆布类隔热服 √ √ √ √ √ 

10 
职业

健康 
硫化岗位 低风险 

硫化

班 
1 

鞋底制作

单元 

苯乙烯、硫化

氢、二氧化硫、

高温 

工程措施 

使用低毒或无毒物料；改进生产工艺；使用自动化生产设

备；设置局部机械排风设施；局部机械送风设施；车间顶

部设置天窗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穿隔热服”的警示标识，

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白帆布类隔热服 √ √ √ √ √ 

11 
职业

健康 
压榨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底制作

单元 
高温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车间顶部设置天窗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注意高温”警示标识，定期在岗期间职业

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热防护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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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12 
职业

健康 
造粒岗位 低风险 

造粒

班 
1 

鞋底制作

单元 

其他粉尘、噪

声 

工程措施 
使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出料口设置局部机械排风除尘设施；

生产设备单独设置，设置减振基础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护耳器”、“戴防尘口罩”的警示标识，每

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耳塞或耳罩 √ √ √ √ √ 

13 
职业

健康 
注塑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底制作

单元 
高温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或空调通风系统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注意高温”警示标识，定期在岗期间职业健

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热防护服 √ √ √ √ √ 

14 
职业

健康 
喷漆岗位 低风险 

喷漆

班 
1 

鞋底制作

单元 

苯、甲苯、二

甲苯、乙酸乙

酯 

工程措施 

使用低毒或无毒物料；改进生产工艺，使用自动化喷漆设备；

喷漆作业设置于独立喷漆间内，设置上送下排机械排风设施

并设置净化装置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戴手套”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有机溶剂滤毒盒）、防化学品手套 √ √ √ √ √ 

15 
职业

健康 

打磨岗位 

削片岗位 

一般风

险 

鞋底

车间 
1 

鞋底制作

单元 

其他粉尘、噪

声、高温 

工程措施 打磨机设置半密闭排风罩并设置局部机械除尘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尘口罩”、“戴护耳器”的警示标识，每

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耳塞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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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16 
职业

健康 
打磨岗位 

一般风

险 

鞋底

车间 
1 

鞋底制作

单元 

其他粉尘、噪

声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护耳器”、“戴防尘口罩”的警示标识，定

期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耳塞；KN90 及以上级别的防尘口罩 √ √ √ √ √ 
工程措施 打磨机设置半密闭排风罩并设置局部机械除尘设施 √ √     √ 

17 
职业

健康 
成化岗位 

较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鞋底制作

单元 
高温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送风设施或空调通风系统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注意高温”警示标识，定期在岗期间职业健

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热防护服 √ √ √ √ √ 

18 
职业

健康 
印刷岗位 低风险 

印刷

班 
1 

鞋底制作

单元 

苯、甲苯、二

甲苯、丙酮、

丁酮、乙酸乙

酯、乙酸丁酯、

二氯甲烷、甲

醇 

工程措施 
使用低毒或无毒物料；设置局部机械排风设施并设置净化装

置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戴手套”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防化学品手套 √ √ √ √ √ 

19 
职业

健康 
刷胶岗位 

一般风

险 

帮底

车间 
1 

帮底组合

单元准备

工序 

苯、甲苯、二

甲苯、乙苯、

二氯甲烷、二

氯乙烷、正已

烷、乙酸丁酯、

乙酸乙酯、丙

酮、丁酮、甲

苯二异氰酸酯 

工程措施 

使用低毒或无毒物料；改进生产工艺，使用自动化喷胶机；

盛胶容器密闭设置；刷胶岗位设置下吸式或侧吸式机械排风

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戴手套”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防化学品手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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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车

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20 
职业

健康 
调胶岗位 

重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帮底组合

单元准备

工序 

苯、甲苯、二

甲苯、乙苯、

二氯甲烷、二

氯乙烷、正已

烷、乙酸丁酯、

乙酸乙酯、丙

酮、丁酮、甲

苯二异氰酸酯 

工程措施 
调胶搅拌机密闭设置并设置伞型罩和机械排风设施；调胶岗

位单独设置并设置有效的通风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戴手套”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防化学品手套 √ √ √ √ √ 

应急措施 
全面机械通风和与其相联动的事故排风装置、有机溶剂防毒

面具、喷淋洗眼设施 
√ √     √ 

21 
职业

健康 
粘合岗位 

一般风

险 

帮底

车间 
1 

帮底组合

单元准备

工序 

苯、甲苯、二

甲苯、乙苯、

二氯甲烷、二

氯乙烷、三氯

乙烷、正已烷、

乙酸丁酯、乙

酸乙酯、丙酮、

丁酮、甲苯二

异氰酸酯 

工程措施 
粘合岗位设置局部机械排风设施，烘干炉半密闭设置并设置

局部机械排风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 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 √ √ √ √ √ 

22 
职业

健康 
缝纫岗位 低风险 

缝纫

班 
1 

帮底组合

单元准备

工序 

其他粉尘、噪

声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排风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 的警示标识，定期在岗期间职

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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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

车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23 
职业

健康 
调胶岗位 

重大风

险 

职业

卫生

管理

部 

1 

帮底组合

单元准备

工序 

苯、甲苯、二

甲苯、乙苯、

二氯甲烷、二

氯乙烷、三氯

乙烷、正已烷、

乙酸丁酯、乙

酸乙酯、丙酮、

丁酮、甲苯二

异氰酸酯 

工程措施 调胶设备密闭设置并设置机械排风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警示标识，定期在岗期间职业健

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 √ √ √ √ √ 

24 
职业

健康 
刷胶岗位 

一般风

险 

帮底

车间 
1 

帮底组合

单元制造

工序 

苯、甲苯、二

甲苯、乙苯、

二氯甲烷、二

氯乙烷、三氯

乙烷、正已烷、

乙酸丁酯、乙

酸乙酯、丙酮、

丁酮、甲苯二

异氰酸酯 

工程措施 同“准备工序刷胶工”风险控制措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戴手套”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防化学品手套 √ √ √ √ √ 

25 
职业

健康 
打磨岗位 

一般风

险 

帮底

车间 
1 

帮底组合

单元制造

工序 

其他粉尘、噪

声 

工程措施 设置密闭打磨台并设置下吸式机械排风除尘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护耳器”、“戴防尘口罩”的警示标识，每

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KN90 级别防尘口罩、防噪耳塞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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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现场管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续）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交接班 巡检 巡检 巡检 巡检 

编号 类型 名称 
风险点

等级 

责任

单位 

作业区域 危险源（职业

病危害因素） 
管控措施 

每班/ 

班组级 

每周/ 

车间级 

每季度/车

间级 

每半年/

部门级 

每年/公

司级 序号 名称 

26 
职业

健康 
粘合岗位 

一般风

险 

帮底

车间 
1 

帮底组合

单元制造

工序 

苯、甲苯、二

甲苯、乙苯、

二氯甲烷、二

氯乙烷、三氯

乙烷、正已烷、

乙酸丁酯、乙

酸乙酯、丙酮、

丁酮、甲苯二

异氰酸酯 

工程措施 同“准备工序粘合工”风险控制措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的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有机溶剂虑毒盒） √ √ √ √ √ 

27 
职业

健康 
维修岗位 

一般风

险 

帮底

车间 
1 

检维修及

附属设施

单元 

电焊烟尘、锰

及其化合物、

二氧化氮、臭

氧、一氧化碳、

紫外辐射、噪

声 

工程措施 设置局部机械排风设施或移动式除尘器；设置侧吸式排风罩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尘毒面具”、“戴护耳器”、“穿防护服”

等警示标识，每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尘毒面具或过滤送风式焊接面罩、耳塞或耳

罩、帆布类隔热服、焊接手套、焊接防护服、焊接防护鞋 
√ √ √ √ √ 

28 
职业

健康 

污水处理

站巡检岗

位 

重大风

险 

总经

办 
1 

检维修及

附属设施

单元 

硫化氢、氨、

噪声 

工程措施 

压滤间设置机械排风设施、设置有毒气体报警装置和与其相

联动的事故排风设施；风机房单独设置、鼓风机设置隔声罩

和减振设施 

√ √     √ 

管理措施 

工作场所设置“戴防毒面具”、“戴护耳器”等警示标识，每

年 1 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设

置密闭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 √ √ 

培训教育 定期组织职业卫生培训       √ √ 

个体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耳塞或耳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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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 

C.1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详见表C.1。 

表C.1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和排查标准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每半年/部门级 每年/公司级 

1 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职业病防治责任制：以书面文件形式建立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并将其存入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 √ 

□人员责任体系：以经过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正式文件的形式建立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车间（班组）

管理人员以及劳动者等各类人员的职业病防治岗位职责，责任要求应清晰，符合岗位实际。 
√ √ 

□管理部门责任体系：以经过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正式文件的形式建立职业卫生领导机构、职业卫生管理部门，规定职业卫生

领导机构、职业卫生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在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职责和要求。 
√ √ 

2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及人员 □应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应有经过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机构成立正式文件和人员任命文件。 √ √ 

3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应指定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在运行中体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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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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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接触硫化氢、苯、二异氰酸甲苯酯作业岗位的应急救援预案与管理制度； 

（十二）应建立接触硫化氢、苯、二异氰酸甲苯酯作业岗位的操作规程；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 √ 



DB37/T 3171—2018 

11 

 

表C.1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 (续)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和排查标准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每半年/部门级 每年/公司级 

4 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针对接触硫化氢、苯、二异氰酸甲苯酯作业岗位制订操作规程 ，内容应符合岗位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 √ 

5 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应当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所需的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用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 √ 

□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责任人员。 √ √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并应考核合格，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

治基础知识，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 √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并应考核合格，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

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

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 √ 

□用人单位应对接触硫化氢、苯、二异氰酸甲苯酯等职业病危害严重岗位的劳动者进行专门的职业卫生培训并应考核合格。  √ √ 

□应对用人单位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

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课时。 

√ √ 

□劳动者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应有相关记录资料并归档管理，内容应包括培训计划、培训通知、培训教材或资

料、培训记录、考试试卷、培训图片资料等，培训率达80%以上。 
√ √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

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 √ 

□应把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务派遣人员作为职业卫生培训的重点人群，针对其流动性大、文化程度偏低、职业病危害防护

意识不强等特点，采取形式多样的培训，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 √ 

6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建立健全以下职业卫生档案： 

（一）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三）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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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 (续)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和排查标准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每半年/部门级 每年/公司级 

（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五）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档案分类和内容符合《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要求，档案有电子版和纸质版，档案有专人管理，有专门的档案橱或档案盒并按

年度或建设项目进行案卷归档并编号登记。 
√ √ 

7 职业病危害申报 

□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取

得申报回执单，自觉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 √ 

□应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并取得回执：建设项目自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进行申报；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

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收到有关检测、评价结果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 √ 

□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自生产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15日内向原申报机关报告并办理注销手续。 √ √ 

8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三同时” 

□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编制预评报告，竣工验收前或试运行期间编制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应当在

施工前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 √ 

□职业病危害一般或者较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报告和设计进行评审及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

验收；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外单位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评审和验收工作。 
√ √ 

□评价和设计工作过程应当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 √ 

□档案管理符合《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要求。 √ √ 

9 职业健康监护 

□按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劳动者进行上岗前查体，查体率应达到100%，查体项目和查体周期应符合GBZ188的要求，禁

止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调离并妥善安置有职业健康损害的劳动者。 
√ √ 

□按规定委托有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查体，查体率应达到100%，查体项目和查体周期应符合GBZ188的要求。 √ √ 

□未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不得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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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 (续)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和排查标准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每半年/部门级 每年/公司级 

9 职业健康监护 

□应对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 √ √ 

□查体结果必须及时处理，包括复查、诊断、治疗、调离原有害作业岗位等，有处理记录。 √ √ 

□应建立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劳动者个人健康监护档案且符合《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要求。 √ √ 

□禁止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 √ 

□应为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发放岗位补贴。 √ √ 

10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

测 

□应设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监测结果应汇总存档。 √ √ 

□按规定委托具有资质机构按要求每年至少一次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用人单位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 
√ √ 

□定期检测检测点设置应满足GBZ159要求，并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点分布示意图、检测评价合同书及检测评价报告存档。 √ √ 

□检测项目和因素要与实际情况一致，检测点覆盖率要达到100%，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应覆盖《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中所列因

素类别的80%以上。 
√ √ 

11 职业卫生投入 

□用人单位应建立制度保障职业病防治所需的资金投入，年初应有职业卫生投入概算且在成本中列支。 √ √ 

□职业卫生投入概算至少应包括职业病防护设施费用、应急防护设施费用、应急防护用品费用、个人防护用品费用、职业卫生教育培

训费用、职业健康监护及诊断治疗费用、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费用、职业病危害评价费用、职业病危害告知费用、职业病危害

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设置费用、职业卫生办公经费、职工保健费、工伤保险费等。 

√ √ 

12 
职业卫生应急救援预案

及演练 

□应建立健全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可分为公司（集团）、厂或车间、装置级，预案应明确责任人、组织机构、应急

处置方案、医疗救护方案等。 
√ √ 

□针对硫化氢中毒、苯中毒和高温中暑制订专项预案。 √ √ 

□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计划，每年组织1-2次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并进行评估，演练记录和评估报告应存档。 √ √ 

13 职业病危害告知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设置公告栏，公布本单位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等内容：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

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

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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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制鞋企业基础管理隐患排查清单 (续)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和排查标准 
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 

每半年/部门级 每年/公司级 

13 职业病危害告知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告知的内容和样式符合告知范本的要求。 √ √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应定期向劳动者告知且符合告知规范。 √ √ 

□用人单位应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 √ 

14 外委作业管理 

□用人单位应当与承包商签订职业卫生管理协议，明确各方的管理职责，协议中应包含职业病防治的承诺； √ √ 

□督促承包单位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设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 √ 

□应对接害的外委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查体项目和查体周期应符合GBZ188的要求。 √ √ 

□应为接害的外委作业人员配备个体防护用品。 √ √ 

□应按规定对接害的外委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