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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霍邱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开发区）卫生院，县疾控中心、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为切实做好我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根据《全省职业

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手册》及《六安市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

方案》要求，现将《霍邱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霍邱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6月28日

霍邱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按照《国家卫生

健康委关于印发全国职业病危害现状统计调查制度的函》（国卫

职健〔2020〕 21 号）和《全省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手册》

及《六安市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调查目的、范围与对象

（一）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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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调查,进一步全面了解全县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

位数量及不同行业、地区、经济类型、规模等用人单位分布情况；

2.进一步掌握全县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接触粉尘

（矽尘、煤尘、石棉尘、水泥尘等所有类型粉尘）、化学毒物（苯、

铅及其化合物等所有化学毒物）、物理因素（噪声、电离辐射和

其他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劳动者数量及主要岗位

分布等情况；

3.了解全县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健康培训、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职业健康检查等职业病防治工作开

展情况；

4.建立完善全县职业病危害现状数据库，为进一步加强职业

病防治工作提供基础依据。

（二）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包括全县 31 个乡镇、开发区，调查的行业为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三个门类。

（三）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调查期间正常运行的，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

企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其他非法人单位；对 10 人及以

上的企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其他非法人单位数量较少的

乡镇，将从业人员在 5-9 人的企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其

他非法人单位纳入调查对象。我县也可以将 10 人以下的企业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其他非法人单位全部纳入调查对象。

二、调查方法和内容

本次调查采用以乡镇为抽样单位的整群抽样方式进行调查，

针对被抽取进行调查的用人单位采用入企调查的方式进行，具体

方法见《安徽省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手册》。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3 类信息：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职

业病危害信息和职业健康管理信息。具体内容及表格 样式见《全

国职业病危害现状统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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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程序

1.全县辖区内所有的乡镇名称，并进行编码，上报省职业病

防治院，汇总后提交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抽样；

2.全县收集辖区内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

产和供应业等三个门类的所有企业名单，并按乡镇进行分类；

3.全县根据抽样结果，对抽取乡镇内的上述三类工业企业名

单进行核实，确定调查企业名单；

4.我县经培训的调查员与被调查企业进行预约，并发送调查

电子表和准备材料的清单；

5.由经过培训的 2 名及以上调查员对企业进行入厂调查，并

通过调查企业录入上报全国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系统；

6.由经过培训的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技术指导组成员审

核，合格后提交市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领导小组审核；

7.市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技术指导组按调查制度要求，抽

取 5%的调查表进行逐一审核，其余批量审核后提交省级职业病

危害现状调查技术指导组；

8.省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技术小组按调查制度要求，抽取

1%的调查表进行逐一审核，其余批量审核后经省级职业病危害现

状调查领导小组确认，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技术指导组。

四、调查组织及职责

（一）县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领导小组

县卫生健康委成立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职业健康股，主要负责辖区内的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与协调，并负责对调查数据和调查报告进行

审核。

（二）县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组

县卫生健康委成立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组，工作组成员

由县疾控中心和卫生健康执法大队技术人员组成，负责收集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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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乡镇名单，并进行编号后提交市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技术

指导组，根据国家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技术指导组抽样结果，确

定调查企业名单，对本辖区内选取的企业进行调查，完成数据录

入和县级数据审核工作。

五、质量控制

为确保调查效果和质量，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规范

化，从以下方面加强对调查工作的质量控制。

（一）本次调查按照省职业病防治院制订的《安徽省职业病

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手册》（简称工作手册）实施。县调查工作组

应按照统一方法、统一标准、统一控制的原则开展调查工作。

（二）市级技术指导组按照《工作手册》的规定对辖区内的

调查人员和技术指导人员进行培训，保证调查数据的统一性、完

整性和规范化。未经培训人员不允许参与现场调查工作。

（三）市疾控中心负责对各县区项目承担机构开展质量抽查

和技术指导，掌握调查工作进展，对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纠正和解决。

（四）本次项目采用平板、电脑录入的方式进行现场调查并

上报调查信息，调查数据需及时进行审核，审核时限不晚于现场

调查结束后第二天。如无法使用平板或电脑进行调查的，可使用

纸质版调查表进行现场调查，调查表应及时审核并妥善存档，由

统一培训的录入人员进行录入，录入后抽取 10%进行录入审核。

县级审核人员应对所有调查数据进行审核工作，市级、省级技术

人员分别抽取 5%和 1%的数据进行审核，重点对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种类及接触人员数量等内容进行审核，发现问题及时告知调查

人员进行调查核实。

（五）对于调查员不能确认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由市技

术指导组成员根据生产工艺和使用的原辅材料进行识别确认，必

要时重新赴企业现场进行调查确认。

六、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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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分为准备、培训、实施和汇总分析四个阶段，2020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

（一）准备、动员培训阶段（2020 年 6 月）

1.制定霍邱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方案。

2.通过抽样，确定调查乡镇名单，结合第四次经济调查企业

名单和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企业名单，确定各乡镇调查企业名单。

3.2020 年 6 月底前，所有调查员要参与市疾控中心组织的

技术培训，使参与调查的所有人员了解调查的目的，掌握职业病

危害相关知识及调查表格的填写内容和方式，并按照不同地区的

行业特点，讲解如何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

（二）调查实施阶段（2020 年 6 月-2020 年 9 月）

1.核定调查企业名单。全县将经过筛选后的调查企业名单下

发至各乡镇进行核实确认。

2.开展现场调查。各乡镇卫生监督协管员配合调查人员开展

现场调查，督促调查对象配合做好调查表格填写工作。

3.报送调查数据。县乡逐级对调查数据进行审核后，按要求

上报至市疾控中心。

（三）汇总分析阶段（2020 年 10 月）

县卫生健康委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前，完成职业病危害现状

调查表网络填报和数据的审核，并完成县级调查数据汇总、分析

和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报告（按地区、行业、规模、登记注册类

型）纸质报送。

七、经费保障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经费主要用于调查培训教材编制、培训

讲师及调查人员培训、现场调查及核查、购置调查终端设备、调

查数据统计分析等方面费用支出。也可以积极向县级财政申请专

项经费，组织开展职业病危害全面普查工作。

八、工作要求

（一）委职业健康股要高度重视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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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研究制定我县具体实施方案，落实责

任分工，加强沟通协调，强化督促指导，确保调查工作顺利有序

开展。

（二）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广

泛宣传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为调查的顺利实施营造

良好氛围。对调查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及时予以协

调解决。

（三）县疾控中心、执法大队的调查组成员要严格遵守调查

有关规定，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调查

资料。调查组成员单位及所有调查员对调查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

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

附表1：县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及

县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组成员名单

附表2：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表

附表3: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表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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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县级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 胡伟 霍邱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成员： 花昌华 霍邱县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股股长

孙文杰 霍邱县卫生健康委执法大队副所长

马望望 霍邱县疾控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委职业健康股。

二、霍邱县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工作组名单

组长： 花昌华 霍邱县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股股长

成员： 孙文杰 霍邱县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副所长

马亮 霍邱县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科长

陈超 霍邱县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

吴晓林 霍邱县疾控中心 副科长

陈静 霍邱县疾控中心 副科长

陶勇 霍邱县疾控中心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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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表

职业病危害调查说明

各被调查企业：

本次调查旨在掌握全国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现状，为科学制定职业病危害

防治法规及政策奠定基础，调查数据不作为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处罚依据。

请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如实报告，感谢贵单位的支持与配合！

特此说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调查表编号  调查员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作场所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号

单位注册地址

投产日期

所属行业
法人代表

姓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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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职工人数

总人数： 人；女职工人数 人；

其中，外委人员（劳务派遣人员）：

人。

经济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联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外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个体经济 其他企业

用人单位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生产产品

1.名称：

年产量：

2.名称：

年产量：

主要原辅材料

1.名称：年

使用量：2.

名称：年使

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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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种

类

及

接

触

情

况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 人；粉尘种类及接触人数：

人；其中

煤尘  人 ； 矽 尘  人； 石棉粉尘

 人 ； 水 泥 粉 尘  人； 电焊烟尘  人 ；

铸 造 粉 尘  人；棉尘  人； 大理石粉

尘  人；石灰石粉尘  人； 铁及其化合物粉尘 人；

其他粉尘  人。（注：下拉菜单填报）

化学毒物种类及接触人数： 人；其中

苯  人 ； 甲 苯  人； 二甲苯

 人； 三氯乙烯  人； 二氯乙烷  人；

正己烷  人； 乙酸丁酯  人； 乙酸乙酯

 人； 二甲基甲酰胺  人 ； 汽 油  人； 二

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人；

有机磷  人； 拟除虫菊酯  人； 铅及其化合

物 人； 镉及其化合物  人； 汞及其化合物 人；

锰及其化合物  人； 铬及其化合物 人； 氯化氢及盐

酸  人；一氧化碳  人； 硫酸及三氧化硫  人；

硫化氢  人 ； 氯 气  人；

甲醛  人； 氨  人 ； 其他

毒物 人。（注：下拉菜单填报，包含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中

的上述因素以外的所有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种类及接触人数： 人；其中

噪声 人； 其他有害物理因素 人。（注：下拉菜单填报，包

含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中的上述因素以外的所有物理因素）

放射性因素（电离辐射）接触人数： 人；

生物因素接触人数： 人；其中布鲁氏菌接触人数： 人；其

他因素接触人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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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情况

有 无

职业健康

培训情况

用人单位负责人： 有 无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有 无

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培训人数： 人

近 3 年职业病

危 害 因 素 定

期检测情况

均未检测；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最近一次检测（评价）报告编号：

对应的检测评价机构名称：

如检测：全面检测；部分检测

粉尘：场所检测点 个， 超标点 个 ；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其中：

煤尘：场所检测点 个，超标点 个；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矽尘：场所检测点 个，超标点 个；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石棉粉尘：场所检测点 个，超标点 个；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水泥粉尘：场所检测点 个，超标点 个；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化学毒物：场所检测点： 个， 超标点： 个；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其中：

铅及其化合物：场所检测点 个，超标点 个 ；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苯： 场所检测点 个，超标点 个；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噪声：场所检测点： 个， 大于85dB(A)：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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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检查
情况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电离

辐射：场所检测点： 个， 超标点： 个 ；

检测岗位/工种数： 个，超标岗位： 个。

均未体检；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最近一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体检报告编号：

对应的体检机构名称：

如体检：全面体检；部分体检

职业健康体检应检总人数： 人；实检总人数

接触粉尘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

应复查人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其中：

接触煤尘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

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接触矽尘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

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接触石棉粉尘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

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接触水泥粉尘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

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接触化学毒物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

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人

其中：

接触铅及其化合物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

查人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接触苯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数 人；

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接触电离辐射应检人数 人；实检人数： 人；应复查人

数 人；实际复查人数 人；异常人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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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表填表说明

1.调查表编号：，共 13 位。

前 6 位为县区行政代码：以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行

政代码为准。

第 7-9 为乡镇（街道）编码，按国家乡镇编码依次进行编

码。第 9-12 为企业编码，按 0001、0002、0003 依次进行编码。

2.调查员：填写参加调查人员的姓名。

调查日期：填写调查当天日期。

审核人：填写审核人员姓名。

用人单位名称：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填

写。对于非法人单位，又称企业非法人，指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注册，从事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

组织。企业非法人主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企业的分

支机构(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填写。

工作场所地址：指用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地点，填写

调查当时实际地址。

单位注册地址：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填

写， 如地址已发生变化，以调查当时的地址为准。投产日期：

是本用人单位的形式首次投产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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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业分类门类与大类代码表

代码
类别名称 具体类别

门类 大类

A 采矿业

0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褐煤开采洗选，其

他煤炭采选

0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

0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铁矿采选，锰矿、铬矿采选，其他黑色金属

矿采选

0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铜矿、铅锌矿、镍钴矿、锡矿、锑矿、铝 矿、

镁矿及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金 矿、银

矿采选及其他贵金属矿采选，钨钼 矿、稀土

金属矿、放射性金属矿及其他稀有

稀土金属矿采选

05 非金属矿采选业
土砂石开采，化学矿开采，采盐，石棉及其

他非金属矿采选

06 其他采矿业

对地热资源、矿泉水资源以及其他未列明的

自然资源的开采对地热资源、矿泉水资源及

其他未列明的自然资源的开采

B 制造业

07 农副食品加工业

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制糖 业，

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蔬菜、水果和

坚果加工，淀粉、蛋类等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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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食品制造业

焙烤食品制造，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方

便食品制造，乳制品制造，罐头食品制 造，调

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营养及保健等

其他食品制造

09
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

酒精、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及其他酒的

制造，碳酸饮料、瓶（罐）装饮用水、果菜汁

及饮料、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固体饮

料、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精制茶加工

10 烟草制品业 烟叶复烤、卷烟制造、其他烟草制品制造

11
纺织、纺织服装、

服饰业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毛纺织及染整精加 工，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

制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制造，机织服装制

造，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服饰制造

12 箱包制造业 箱包制造

制鞋业 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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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别名称 具体类别

门类 大类

13
其他皮革、毛皮、羽

毛及其制品业

其他皮革鞣制加工，皮革制品制造，毛皮鞣

制及制品加工，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14 木质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15 其他家具制造业
竹、藤家具制造，金属家具制造，塑料家具

制造，其他家具制造

16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木材加工，人造板制造，木质制品制造，

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17 造纸和纸制品业 纸浆制造，造纸，纸制品制造

18 印刷业 印刷，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19

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乐器制造，工艺美术品

及礼仪用品制造，体育用品制造，玩具制

造，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

20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

燃料加工业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煤炭加工，核燃料加

工，生物质燃料加工

2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

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

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

22 民用爆炸物品制造 炸药、火工等民用爆炸物品制造

23 烟花爆竹制造 烟花爆竹及焰火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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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医药制造业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兽用药品制 造，

生物药品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

造，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25 化学纤维制造业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合成纤维制

造，生物基材料制造

2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

27 水泥生产 水泥生产制造

28 石灰与石膏制造
石灰和石膏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

品制造

29 陶瓷制造 陶瓷制品制造

30 砖瓦制造 砖瓦制造

31 耐火材料制造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

32 玻璃制造
玻璃制造，玻璃制品制造，和玻璃纤维增强

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

33 石材加工 石材加工

34 其他建材制造 其他建筑材料制造

3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炼铁、炼钢、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

3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铜、铅锌、镍钴、锡、锑、铝、镁、硅及其

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银及其他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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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别名称 具体类别

门类 大类

冶炼，钨钼、稀土金属及其他稀有稀土金属

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铸造，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7 金属制品业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工具制造，集装

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

制造，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搪瓷制品制造，金属

制日用品制造，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8 通用设备制造业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泵、阀门、压缩机及类

似机械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烘

炉、风机、衡器、包装等设备制造，文 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其

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9 专用设备制造业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化工、木

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食品、饮 料、

烟草及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印刷、制药、

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纺织、服

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和电工机

械专用设备制造，农、林、牧、渔专用机械

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环保、邮

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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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汽车制造业

汽车整车制造，汽车用发动机制造，改装汽

车制造，低速汽车制造，电车制造，汽车车

身、挂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4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

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线、

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电池制造，家

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

明器具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等其他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42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

造，

43 船舶制造业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44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自

行车及残疾人座车制造，助动车制造，非公

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潜水救捞及其他未

列明运输设备制造

4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

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非专业视听设

备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

造，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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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别名称 具体类别

门类 大类

46 仪器仪表制造业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专用仪器仪表制造，钟

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47 其他制造业
日用杂品制造，核辐射加工，其他未列明制

造业

4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

49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修理业

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

理，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修 理，

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其他机

械和设备修理业

C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

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

5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

业

5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海水淡化处理，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

分配

5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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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姓名：填写用人单位法人姓名，非法人单位不需要填写。

联系人：填写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人员电话，包括座机

和手机号。

在岗职工人数：指用人单位所有在岗职工人数，包括与用人

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或由用人单位直接支付工资的人员和劳

务派遣工（劳务派遣工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其劳动报酬

由劳务派遣机构支付）。

调查统计时间节点：调查时间在 1月1 日至3月31 日之间，以

上一年度 12 月31 日的人数为准；其他调查时间，以调查当时为准。

15.经济类型：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

联营经济、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与其他经济类 9 个

类型。

16.用人单位规模：参照下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

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

中的一项即可。

生产产品：填写用人单位实际生产的产品名称及年产量。

主要原辅材料：填写用人单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名

行业
名称

指标
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
40000

2000≤Y＜
40000

300≤Y＜2000 Y＜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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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及年使用量。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分为粉尘、化学毒物、物理因素三大

类。

17.粉尘：若出现表中所列常见粉尘，则直接勾选；若表中

未列出，则从后面的其他下拉框中选取；若之前未开展过检测，

且无法判定粉尘类型，则选不明粉尘。

18.化学毒物：若出现表中所列常见化学毒物，则直接勾选；

若表中未列出，则从后面的其他下拉框中选取；若之前未开展过

检测， 且无法判定化学毒物类型，则选不明化学毒物。

19.物理因素：若出现表中所列常见物理因素，则直接勾选；

若表中未列出，则从后面的其他下拉框中选取。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1）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指用人单位接触各种职业病

危害的总人数。由于一个人可能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

数不能由接触粉尘、化学毒物、物理因素的人数简单相加，同时

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按实际人数算，不能重复统计。

例如，某工作场所内既接触粉尘又接触噪声的 1 个劳动者，按

接触职业病危害 1 人统计。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可采用工

作场所内在岗职工人数减去不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的简单计算

方式获得。

调查统计时间节点：调查时间在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之间，以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的人数为准；其他调查时间，以

调查当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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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触粉尘（化学毒物、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其他因

素） 人数：按接触人次统计，可重复统计。例如 1 个电焊岗位

人员，既接触电焊粉尘，又接触化学毒物和物理因素，则分别按

照接触 1 人次粉尘、1 人次化学毒物和 1 人次物理因素统计。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归类依据《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查阅在 2019 年 8 月新上

线运行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回执，核实是否在最近一次

新改扩建工程完成后进行申报，并根据查阅结果如实记录。申报

回执日期需在通知调查日期之前。

（2）2017-2019 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查阅用人单

位职业卫生档案，并根据用人单位联系人自述如实填写。若在

2017-2019 年之间从未开展过职业病危害检测的检测，则选均未

开展；若在此期间开展过，则在相应的年份前打勾。对全部的工

作场所和全国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的，则选全部检测，仅对部分工

作场所或部分危害因素检测的，则选部分检测。

（3）2017-2019 年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查阅用人

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根据用人单位联系人自述如实填写。若在

2017-2019 年之间从未组织过职业健康检查，则选均未开展；若

在此期间开展过， 则在相应的年份前打勾。95%以上的接害劳动

者接受了相应接触的危害因素的职业健康检查，则选全部体检，

仅对部分劳动者或部分危害因素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则选部分

体检。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体检总人数是当年参加职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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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人数，总人数不能由接触粉尘、化学毒物和物理因素的体检

人数简单相加，同时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参加体检的劳动

者按实际人数算，不能重复统计。

接触粉尘/化学毒物/物理因素的体检人数按体检人次统计，

可重复统计。

接触粉尘/化学毒物/物理因素的应复查人数和实际复查人

员按要求复查和实际复查的每一类因素人数统计。

异常人数是指出现禁忌证或疑似职业病的人数，若出现异常

且体检报告要求复查但没有按要求进行复查的，一律统计为异常

人数。

职业健康培训情况：分别调查用人单位负责人、职业健康管

理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参加职业健康培训的情况，查阅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如培训证、签到册等，并如实填写。用

人单位负责人是指企业的法人，如果是二级公司，则填写调查企

业第一责任人；如果是外资企业，法人为外籍人士，则填写中方

第一责任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是指在企业内负责职业健康管理

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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