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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等

22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0) 22 号）要求，由北

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原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

所）承担制定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电力）》（计划编号：

20201872-Q-450）。 

（二）协作单位 

上海谐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杜邦（中国）

研发管理有限公司、宜禾股份有限公司、优普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宝亚

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安思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制定，

标准制定工作组于 2018年 06 月召开了标准编写工作会议，确定了制定原则，明

确分工，并按照要求制定了工作计划。先后开展了国内外资料调研、专业人员研

讨等活动。对标准制定的难点问题和技术细节，工作组多次进行商讨，逐一确认、

达成共识。2018年 12月完成了标准草案稿。 

2018 年 1 月，标准编制组向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申请

立项。2020 年 4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申请。 

2020 年 4月～2021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在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的带领下，对电力行业就各工种种类、各工种危险有害因素及各工种个体防

护装备配备需求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调研工作。在调研过程中，重点

介绍了该标准，并听取了使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了该标准。在此基

础上，进行了广泛的征求意见，于 2020年 12月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2022 年 1 月～12 月，标准编制组查阅了国内外大量关于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管理的相关资料，重点调研了我国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管理情况、国外发达国家个

体防护装备配备管理情况，对比了我国和国外发达国家在配备管理领域存在的差

距。在此期间，标准编制组在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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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多次研讨会，并同中广核、电科院、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单位进行了深入

沟通，以此为基础，于 2022年 12 月制定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6部分：

电力》(征求意见稿)。具体参见表 1。 

表 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6部分：电力》制定工作记录 

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进程 

立项阶

段 
2018.1-2020.4 

2018 年 1月，标准编制组向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提交申请立项。2020 年 4月，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申请。 

标准讨

论稿制

定阶段 

2020.6-2020.12 

标准编制组在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的带领下，对电力行业就各工种种类、各工种危

险有害因素及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需求等方

面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调研工作。在调研过程

中，重点介绍了该标准，并听取了使用单位的意见

和建议，进一步完善了该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广泛的征求意见，于 2020年 12月形成了标准讨

论稿。 

标准征

求意见

稿制定

阶段 

2021.1-2022.12 

标准编制组在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的支持下，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并同中广核、电

科院、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单位进行了深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于 2022年 12月制定了《个体防护装

备配备规范 第 6部分：电力》(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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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国卓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参与标准的起草、修改及研讨，参

与项目的调研、负责各项资料的整

理、归纳，参与标准文本起草工作。 

2 安彪 上海谐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辨识呼吸防护类

产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防护产品应

用建议。 

3 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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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金俊潮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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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马金芳 宜禾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调研工作，辨识服装类产

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防护服产品应

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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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银 优普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调研工作，辨识防护服类

产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防护服产品

应用建议。 

7 张守政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项目调研工作，辨识呼吸类产

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防护服产品应

用建议。 

8 田蕴墨 
安思尔（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参与项目的调研，辨识呼吸防护类

产品的适用场景并给予手部防护产

品应用建议。 

9 何晴芳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

公司 

参与项目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编辑

及意见汇总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论

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国家标准化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要求，以及通过对国内外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标准的分析整理研究，结合我国个体防护装备在电力行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电力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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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制定标准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实用、简捷、适合中国国情的原则，在兼

顾宏观与微观的同时侧重微观（使用单位）的需求，坚持科学分类，针对电力行

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需要，结合个体防护装备特点及配备需要，兼顾产业部门

之间、管理供应及使用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外标准的

协调。在编写格式及标准用语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的规范化要求进行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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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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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GB 个体防护 术语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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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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定

义 

39800.1-2020 

界定的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9800.

1-2020 

装备配备

规范 第 1

部分：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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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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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各行业配备的具体执行标准，应与《个体

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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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备管理应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

分：总则》执行。 

（2） 危害因素的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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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生产安全伤亡事故类别的分类，并结合电力安全生产的特点，对其生产过程中

涉及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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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电力用人单位应结合表 1作业类别及其造成的主要

事故类型以及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根据作业类别及造成的事故类型选择个体防

护装备。 

（3）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电力行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由于各行业工种的复杂性，无法强制规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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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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电力行业从业

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标准制定了资料性附录。 

（4） 附录 

本标准两个附录均为资料性附录，其中附录 A规定了电力行业典型工种类别

及危害因素。标准编制组对电力行业的工种进行了汇总和分类，并对危害因素相

似的工种进行了分组，并对各组的危害因素进行了辨识。附录 B规定了电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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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电力行业用人单位可参考该附录进行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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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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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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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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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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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项，足部防护标准 7 项，坠落防护装备 6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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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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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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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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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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4.1-2019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

和洗眼设备 第 1部

分：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8 
 GB/T 

38144.2-2019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

和洗眼设备 第 2部

分：使用指南 

国标 推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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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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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B/T 2812-2006 安全帽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12 
GB/T 

30041-2013 

头部防护 安全帽选用

规范 
国标 推荐 

13 
GB/T 

31421-2015 
防静电工作帽 国标 推荐 

14 
GB/T 

23466-2009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国标 推荐 

15 
GB/T 

31422-2015 

个体防护装备 护听器

的通用技术条件 
国标 推荐 

16 
GB/T 

38305-2019 
头部防护 救援头盔 国标 推荐 

呼吸

防护 

17 
GB/T 

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

使用与维护 
国标 推荐 

18 
GB/T 

16556-20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

呼吸器 
国标 推荐 

19 
GB/T 

23465-2009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

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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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

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21 GB/T38228-2019 
呼吸防护 自给闭路式

氧气逃生呼吸器 
国标 推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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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GB/T 

12624-2020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

法 
国标 推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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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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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GB/T 

38304-2019 
手部防护 防寒手套 国标 推荐 

27 
GB/T 

38306-2019 

手部防护 防热伤害手

套 
国标 推荐 

防护

服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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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B/T 

20655-2006 

防护服装 机械性能 

抗刺穿性的测定 
国标 推荐 

30 
GB/T 

20097-2006 
防护服 一般要求 国标 推荐 

31 
GB/T 

13640-2008 
劳动防护服号型 国标 推荐 

32 
GB/T 

23463-2009 

防护服装 微波辐射防

护服 
国标 推荐 

33 
GB/T 

23467-2009 

用假人评估轰燃条件

下服装阻燃性能的测

试方法 

国标 推荐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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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GB/T 

23462-2009 

防护服装 化学物质渗

透试验方法 
国标 推荐 

36 
GB/T 

28408-2012 
防护服装 防虫防护服 国标 推荐 

37 
GB/T 

28895-2012 

防护服装 抗油易去污

防静电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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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GB/T 

38300-2019 

防护服装 冷环境防护

服 
国标 推荐 

39 
GB/T 

31420-2015 

阻燃服有毒有害物质

检测方法 
国标 推荐 

41 
GB/T 

38302-2019 

防护服装 热防护性能

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足部

防护 

42 
GB/T 

20098-2006 

低温环境作业保护靴

通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43 
GB/T 

20991-2007 

个体防护装备 鞋的测

试方法 
国标 推荐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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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GB/T 

28287-2012 

足部防护 鞋防滑性测

试方法 
国标 推荐 

46 
GB/T 

28288-2012 

足部防护 足趾保护包

头和防刺穿垫 
国标 推荐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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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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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GB/T 

23469-2009 
坠落防护 连接器 国标 推荐 

50 
GB/T 

24538-2009 
坠落防护 缓冲器 国标 推荐 

51 
GB/T 

24537-2009 

坠落防护 带柔性导轨

的自锁器 
国标 推荐 

52 
GB/T 

23468-2009 

坠落防护装备安全使

用规范 
国标 推荐 

53 GB/T 6096-2020 
坠落防护 安全带系统

性能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54 GB/T38230-2019 坠落防护 缓降装置 国标 推荐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一）采标情况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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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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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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part I《一般工业行业-个体防护装备》（29 CFR 1910 Subpart I General 

Industry -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29 CFR 1915 Subpart I《造船

行业-个体防护装备》（29 CFR 1915 Subpart I Shipyards -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29 CFR 1917 Subpart E《航运码头-个人防护》（29 CFR 1917 Subpart 

E Marine Terminals - Personal Protection）、29 CFR 1918 Subpart J《港口

作业-个体防护装备》（ 29 CFR 1918 Subpart J Longshoring -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和 29 CFR 1926 Subpart E《建筑行业-个体防护和救

生装备》（29 CFR 1926 Subpart E Construction - Personal Protective and Life 

Saving Equipment）。OSHA 还制定了 29 CFR Part 1910, Subpart I《一般工业

中关于个人防护装备配备的执法指南》（29 CFR Part 1910, Subpart I, 

Enforcement Guidance fo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General 

Indust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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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ive 89/656/EEC《欧盟关于为工人在工作场所配备个体防护

装备以满足最低健康和安全需求的指令》（Directive 89/656/EEC，Minimum 

health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by workers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t the workplace）。同时，欧盟各国也制定了相应的配

备标准。如英国制定了 L25《工作场所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指南》（L25，Guidance 

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t Work）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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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比情况 

我国即将制定的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6 部分：电力》对应

美国系列标准一般工业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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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应英国工作场所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指南等

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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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了电力行业的典型工种和相似工种，并对其危害因素一一辨识，并对每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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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同国外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电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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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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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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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唯一的手段。 

电力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先行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在电力装机容量和电网规模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然而随着我国电力规模的

持续扩大、系统控制难度的日趋复杂、电力项目的不断增加，我国的电力行业安

全生产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等各个环节中面临触电、电

弧伤害、火灾、高处坠落、有毒有害化学品、噪声等职业危害，各种安全事故频

发，对人身、环境及社会产生诸多风险。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安监执法人员对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监管提供执法

和监督依据，并为电力企业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提供配备指导和配备约束，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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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我国广大电力从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电力企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数量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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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实施后，将填补

电力行业企业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管理的空白，为电力行业企业提供个体

防护装备配备依据，为国家监管执法部门提供执法依据和执法规范。新标准颁布

实施后，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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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行业用人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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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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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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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措施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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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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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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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帽、安全带、防静电服、阻燃服、保护足趾安全鞋、防静电鞋等。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2020 年 4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电力）》

立项计划。2020年 12月，GB 39800.1-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GB 39800.2-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2 部分：石油、化工、天

然气》、GB 39800.3-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3部分：冶金、有色》、GB 

39800.4-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4部分：非煤矿山》正式发布。 

该标准为 GB 39800系列标准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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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结合已发布 GB 3980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系列标准的命名方式，将标准名称《个体防护装备配

备规范（电力）》调整为《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6部分：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