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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提纲

• 课程的目的、目标:

ü熟悉空气样品采集的基本要求；

ü掌握定点采样采样点数目的确定原则，采样点、采

样时段的的选择原则；

ü掌握个体采样时采样对象及其数量的确定原则；

ü掌握三种容许浓度的检测样品的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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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主要内容
   

     GBZ159-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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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2004 

•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02）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 2—2002）

• 涵盖了有毒物质和粉尘监测的采样方法

• 适用于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和最高容

许浓度的监测。

• 本标准的附录A、B是资料性附录。

• 本标准从2004年12月1日起实施，同时代替WS1－1996和

WS/T16－1996。

•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96年，本次是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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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 本标准规定了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有毒物

质和粉尘）监测的采样方法和技术要求。

•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有毒物

质和粉尘）的空气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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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

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T 17061 作业场所空气采样仪器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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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

3.1 工作场所：指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的全部地点。

3.2  工作地点：指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或进行生产管理过程

中经常或定时停留的地点。 

3.3  采样点：指根据监测需要和工作场所状况，选定具有代

表性的、用于空气样品采集的工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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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3.4  空气收集器：指用于采集空气中气态、蒸气态和气溶胶态有害

物质的器具，如大注射器、采气袋、各类气体吸收管及吸收液、

固体吸附剂管、无泵型采样器、滤料及采样夹和采样头等。

3.5  空气采样器：指以一定的流量采集空气样品的仪器，通常由抽

气动力和流量调节装置等组成。

3.6  无泵型采样器：指利用有毒物质分子扩散、渗透作用为原理设

计制作的、不需要抽气动力的空气采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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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3.7  个体采样：指将空气收集器佩带在采样对象的前胸上部，

其进气口尽量接近呼吸带所进行的采样。

3.8  采样对象：指选定为具有代表性的、进行个体采样的劳

动者。

3.9  定点采样：指将空气收集器放置在选定的采样点、劳动

者的呼吸带进行采样。 

3.10  采样时段：指在一个监测周期（如工作日、周或年）中，

选定的采样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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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3.11  采样时间：指每次采样从开始到结束所持续的时间。

3.12  短时间采样：指采样时间一般不超过15min的采样。

3.13  长时间采样：指采样时间一般在1h以上的采样。

3.14  采样流量：指在采集空气样品时，每分钟通过空气收

集器的空气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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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

3.15  标准采样体积（Standard sample volume ）指在气温为20℃，大气压为

101.3 kPa（760mmHg）下，采集空气样品的体积，以L表示。

换算公式为

                                 293             P

      V0 = Vt × —————— × —————   …… (1)
                               273 + t          101.3

式中：V0 — 标准采样体积，L；

           Vt  — 在温度为t℃，大气压为P时的采样体积，L；

            t — 采样点的气温，℃；

            P — 采样点的大气压，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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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集空气样品的基本要求

4.1  应满足工作场所有害物质职业接触限值对采样的要求。

4.2  应满足职业卫生评价对采样的要求。

4.3  应满足工作场所环境条件对采样的要求。

4.4  在采样的同时应作对照试验，即将空气收集器带至采样点，除不连接空气采

样器采集空气样品外，其余操作同样品，作为样品的空白对照。

4.5  采样时应避免有害物质直接飞溅入空气收集器内；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应避

免被衣物等阻隔。用无泵型采样器采样时应避免风扇等直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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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集空气样品的基本要求

4.6  在易燃、易爆工作场所采样时，应采用防爆型空气采样器。

4.7  采样过程中应保持采样流量稳定。长时间采样时应记录采样前后的流量，计

算时用流量均值。

4.8  工作场所空气样品的采样体积，在采样点温度低于5℃和高于35℃、大气压

低于98.8kPa和高于103.4 kPa时，应按式（1）将采样体积换算成标准采样

体积。

4.9  在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的过程中，应注意防止样品的污染。

4.10  采样时，采样人员应注意个体防护。

4.11  采样时，应在专用的采样记录表上，边采样边记录；专用采样记录表见附

录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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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气监测的类型及其采样要求

5.1  评价监测：适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预评价、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

素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评价等。

5.1.1 在评价职业接触限值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时，应选定有代表性的采样

点，连续采样 3 个工作日，其中应包括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工作日。

5.1.2 在评价职业接触限值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或最高容许浓度时，应选定具

有代表性的采样点，在一个工作日内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时段进行采

样，连续采样 3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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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气监测的类型及其采样要求

5.2  日常监测  适用于对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进行的日常

的定期监测。

5.2.1 在评价职业接触限值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时，应选定有

代表性的采样点，在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工作日采样1个

工作班。

5.2.2 在评价职业接触限值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或最高容许浓度

时，应选定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在一个工作班内空气中有害

物质浓度最高的时段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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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气监测的类型及其采样要求

5.3  监督监测  适用于职业卫生监督部门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时，对工作场所空

气中有害物质浓度进行的监测。

5.3.1在评价职业接触限值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时，应选定具有代表性的工

作日和采样点进行采样。

5.3.2 在评价职业接触限值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或最高容许浓度时，应选定具

有代表性的采样点，在一个工作班内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时段进行采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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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气监测的类型及其采样要求

5.4  事故性监测  适用于对工作场所发生职业危害事故时，

进行的紧急采样监测。

            根据现场情况确定采样点。监测至空气中有害物质浓

度低于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或最高容许浓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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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样前的准备

6.1  现场调查 

为正确选择采样点、采样对象、采样方法和采样时机等，必须在采样前对工作场

所进行现场调查。必要时可进行预采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6.1.1 工作过程中使用的原料、辅助材料，生产的产品、副产品和中间产物等的

种类、数量、纯度、杂质及其理化性质等。 

6.1.2 工作流程包括原料投入方式、生产工艺、加热温度和时间、生产方式和生

产设备的完好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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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样前的准备

6.1.3 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包括劳动者数、在工作地点停留时间、

工作方式、接触有害物质的程度、频度及持续时间等。 

6.1.4 工作地点空气中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扩散规律、存在状态、估

计浓度等。

6.1.5 工作地点的卫生状况和环境条件、卫生防护设施及其使用情

况、个人防护设施及使用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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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样前的准备

6.2  采样仪器的准备

6.2.1 检查所用的空气收集器和空气采样器的性能和规格，应符合GB/T 17061要

求。

6.2.2 检查所用的空气收集器的空白、采样效率和解吸效率或洗脱效率。

6.2.3 校正空气采样器的采样流量。在校正时，必须串联与采样相同的空气收集

器。

6.2.4 使用定时装置控制采样时间的采样，应校正定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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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定点采样 

7.1  采样点的选择原则 

7.1.1 选择有代表性的工作地点，其中应包括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劳动者

接触时间最长的工作地点。

7.1.2 在不影响劳动者工作的情况下，采样点尽可能靠近劳动者；空气收集器应

尽量接近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

7.1.3 在评价工作场所防护设备或措施的防护效果时，应根据设备的情况选定采

样点，在工作地点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进行采样。

7.1.4 采样点应设在工作地点的下风向，应远离排气口和可能产生涡流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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