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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标准体系结构如下:

    一一GB/丁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GB/丁28002  200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对GB/T 28001中的具体要求提供相应的实施指南。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将GB/T 28001的基本内容置于方框内 方框中的内容不是本标准的内容

    本标准覆盖了OHSAS 18002:2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的所有技术内容，并考虑了国

际1.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现有文献的技术内容，例如BS 8800:199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

    本标准无意包含一个合同中所有必要的条款。使用者应对本标准的应用自负其责。使用者符合本

标准的规定并不免除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研究中心、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北京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元桥、房庆、刘卓慧、白殿一、李强、陈全、吴晶、王凤泰、姜铁白、_E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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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

范围

本标准为GB/T 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的应用提供了一般的建议。

为r有助于理解和实施GB/T 28001，本标准对照G曰T 28001中的各项要求，解释了GB/T 28001

的基本原理，阐述了各项要求的意图、典型输人、过程和典型输出。

本标准既不对GB/丁28001中规定的条文提出另外的要求，也不对GB/T 28001的实施方法作出

强制性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健康安全，而非产品和服务安全。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旨在使一个组织能够控制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并

改进其绩效。它并未提出具体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准则，也未作出设计管理体系的具体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有下列愿望的组织:

    a)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消除或减小因组织的活动而使员工和其他相关方可能面临的

        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b) 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c) 使自己确信能符合所声明的职业健康安全方车卜;

    d) 向外界证实这种符合性;

    e) 寻求外部组织对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

    I) 自我鉴定和声明符合本标准

    本标准中的所有要求意在纳人任何一个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其应用程度取决于组织的职业

健康安全方针、活动性质、运行的风险与复杂性等因素。

    本标准针对的是职业健康安全，而非产品和服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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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19021. 1-1993 质量体系审核指南 审核(idt ISO 10011-1;1990)

    GB/T 19021. 2-1993 质量体系审核指南 质量体系审核员的评定准则(idtISO 10011-2;1991)

    (;B/T 19021. 3-1993 质量体系审核指南 审核工作管理(idtISO 10011-3;1991)

    GI3/T 24010-1996 环境审核指南 通用原则(idtISO 14010:1996)

    GB/T 24011-1996 环境审核指南 审核程序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idtISO 1401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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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 =1012 - 1996 环境审核指南 环境市核员资格要求(dt 1St) 1,1012:1996)

(,I} .' T 28001  -2001 职、}卜健康安全怜理体系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R=于2.4001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丁本标准

G13/"1'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卜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丁本标准

3. 1

    事故 accident

    造成死亡、疾病、伤害、损坏或其他损失的意外情况

3. 2

    审核 au山!

    见(t3 ''h 19000 200。中3. 9. 1的定义。

3 3

    持续改进 continual improvement

    为改进职业健康安全总体绩效.根据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组织强化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的

过程
    il:R过程不必IM时发生在活动的所有领域

3 4

    危险源 hazard

    1    '(能异致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7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3. 5

    危险源辨识 hazard identification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口

3. 6

    事件 incident

    呀致或可能导致事故的情况

    Y1.: 11;结果未产牛疾病、伤害、损坏或其他损失的事件在英文中还可称为“near-mi�"。英文中·术语‘’"incident”包

        含“ 盯mis,es"

3. 7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ies

    ‘;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有关的或受其职业健康女全绩效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3. 8

    不符合 non-conformance

    任何与1_作标准、惯例、程序、法规、管理体系绩效等的偏离，其结果能够直接或问接导致伤害或

疾Iii .财产损失、1=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的组合

3. 9

目标 objectives

=I t织在职业健康安个绩效Ii Ifu所要达到的f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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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职业健康安全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HS)
    彩响_{_作场所内员I、临时L作人员、合同方人员、i}} ful者和其他人员健康和安个的条件和因索

3. 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HSMS)

    总的管理体系的 一个部分.便于组织对与其业务相关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管理 它包括为同

足、实施、实现、评审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所需的组织结构、策划活动、职责、惯例、程序、过程和

资源

3. 12

    组织 O嗯aniaation

    见(:B/F 1900。一2000中3. 3. 1的定义。

    注:对于佣4i -一个以卜运行单位的组织，可以把 一个单独的运行单位视为一个组织

3. 13

    绩效 performance

    基于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口标，与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控制有关的，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

的可测量结果。

    Pi[ 1绩效侧量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活劝和结果白洲则策

    11 '.2:“绩效‘，也可称为“业绩”‘

3. 14

      风险 risk

    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

3. 15

      风险评价 risk assessment

    评估风险大小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的全过程

3. 16

    安全 safety

    免除了下叮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

  3. 17

      可容许风险 tolerable risk

      根据组织的法律义务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已降至组织可接受程度的风险

注1在某些文献中 术语“风险评价”包含“危险源辨识、风险确定和适当的风险降低或控制措施的选择”这 全过

      程。GB/1 280(11和本标准分开提及这一全过程的单个部分，并使用术语“风险评价”农示这一全过程的第

      步骤，即风险确定

注2:‘建立”意味着某种永久性，只有所有体系要素都真正实施才可认为己建立了休系。”保持”怠味着体系 一11

      建立就持续运行。这就要求组织作出积极的努力，不仅要建立体系，更要保持体系。G11 '1 28001的许多要

      'X("Alt0.*#i和纠正措施、管理评审等)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体系得到积极保持

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素

总要求

  GB/T 2800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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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f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1 总要求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4章描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模式如图1所示。

图 ，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模式

4. 1. 2 意图

    组织宜建立和保持符合GB/T 28001所有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有助于组织满足职业

健康安全法规的要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详尽和复杂程度、专用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文

件和资源的多少，将取决于组织的规模及其活动性质。

    组织可自由而灵活地确定体系的实施范围，既可以在整个组织范围内，也可在其特定的运行单位或

活动中实施(rB/T 280010

    在确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范围时，组织宜谨慎从事，不宜试图限制其范围，将组织总体

运行所需要的、或可能影响员工和其他相关方的职业健康安全的某一运行或活动排除在外，使之得不到

评价。

    如果组织的某一特定运行单位或活动实施GB/T 28001，则可以采用组织的其他运行单位或活动

所制定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程序，以有助于满足GB/T 28001的要求，但可能需要对这些方针或程序

做少许的修改或补充，以确保其适用于该运行单位或活动

4. 1. 3 典型输入

    实施GB/'r 28001的所有输人要求在本标准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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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4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是一个有助于组织持续改进其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得到有效实施和保持的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

4.2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4. 2. 1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2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如图2所示。

管理评审

绩效测量

的反馈

                                                策划

                                  图2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组织应有一个经最高管理者批准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该方针应清楚阐明职业健康安全总月标

和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承诺。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应:

    a) 适合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性质和规模;

    b) 包括持续改进的承诺;

    c) 包括组织至少遵守现行职业健康安全法规和组织接受的其他要求的承诺;

    山 形成文件，实施并保持;

    c) 传达到全体员工，使其认识各自的职业健康安全义务;

    f) 可为相关方所获取;

    a> 定期评审，以确保其与组织保持相关和适宜

4.2.2 惫图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为组织确立了总方向和行动原则。它确定了整个组织所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职

责和绩效的目标，表明了组织实行良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正式承诺，尤其是组织最高管理者的承诺。

    形成文件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陈述宜由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提出和批准。
    注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宜与组织的总体业务方针和其他管理方法(如: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的方针保持一致

4. 2. 3 典型输入

    在制定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时，管理者宜考虑以下方面:

    -一 与组织总体业务相关的方针和目标;

        一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

      一法规和其他要求;

    一 组织以往和当前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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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力一的需要:

        持续改进的机遇和需要;

        所需资源:

        员 [的参与;

        合同力人员和其他外部人员的参与

4.2.4 过程
    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宜参考下述儿方Ilil提出和批准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但至关重要的是，需由最高竹

理者传达和飞到专职业健康安全力针

      个陈述简洁歼得到有效沟通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宜:

    。) 适合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性质和规模

        危险源辨iR、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核心，宜在组织的职

        业健康安全方针中得以体现。

        方针宜符合组织的未来设想，并具有现实意义，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组织所面临的风险的性质。

    1) 包括持续改进的承诺
        社会的期望使组织减少工作场所内疾病、事故和事件的风险的压力日益增加，除承#1l.法律责

        任外，组织宜致力于有效而充分地改善其职业健康安全绩效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满

          足变化的业务和法规的要求。

          尽管职业健康安全方针陈述可包括广泛的活动范围，但策划的绩效改进宜在职业健康安全日

        标(见4. 3. 3)中表达，并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管理(见4.3.4)0

        包括组织至少遵守现行职业健康安全法规和组织接受的其他要求的承诺

        组织宜遵守现行职业健康安全法规和其他职业健康安全要求。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承诺是组织

          的一种公开的确认，它确认组织有义务遵守职业健康安全法规或其他要求(如果不比法规或其

        他要求更严格，至少应符合法规或其他要求)，并打算如此行事。

          月:‘其他要求”指如社团或集团方针、组织目己的内部标准或规范、或组织接受的行为准则等

    (1) 形成文件，实施并保持

          策划和准备是实施成功的关键。职业健康安全方针陈述和职业健康安全目标不切实际，通常

          是由于提供的资源不充足或不适宜造成的。在做任何的公开声明之前，组织宜确保可得到必

          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并且所有职业健康安全目标实际上都可达到。

          为J使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真止发挥作用和影响，组织宜将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形成文件，并定

          期评审其持续适宜性，必要时加以改进或修正。

    内 传达到全休员L，使其认识各白的职业健康安全义务

          员I_的参与和承诺对于成功的职业健康安全至关重要。

          员1_必需认识到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对其自身上作环境质量的影响。组织宜鼓励员_L为组织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除非员T.(所有层次的员工，包括管理层)理解其职责并有能力执行所要求的任务，否则，将不

          大可能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作出有效的贡献

          这就要求组织向员工明确传达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使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依据，并据此

          测墩自己个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

      [) :J为相关方所获取

          任何相关方都有可能特别关注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陈述，因此，组织宜有一个向他们传达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的过程，并确保相关方在要求时能获得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但无须毛动提供

    方一针文件

g) 定期评审，以确保其‘，组织保待相关和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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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于变化不1可避免，法规不断发展，社会期望谊下断增加.因此.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

        管理体系需定期评审.以确保其持续适宜性和有效险

        如染需要修改方针 组织宜尽可能将修改的方针f-以传达
42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是一个个面的、易于理解的、传达到整个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力针

43 策划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3 策划

    策划如图:;所不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审核 绩效测量
的反馈

实施和运行

  图 3 策划

::
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策划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3. 1 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策划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以持续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实施必要的控制措施。这些程序应

包含:

        常规和非常规活动:

        所有进人丁_作场所的人员(包括合同方人员和访问者)的活动;

        I_作场所的设施(无论山本组织还是由外界所提供无

    组织应确保在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时，考虑这些风险评价的结果和控制的效果，将此1"I息形成

文件并及时更新。

    组织的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的方法应:

        依据风险的范围、性质和时限性进行确定 以确保该方法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

        规定风险分级，识别可通过4. 3. 3和4. 3.4中听规定的措施来消除或控制的风险;

        与运行经验和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的能力相适应:

        为确定设施要求、识别培训需求和(或)开展L行控制提供输人信息:

        规定对所要求的活动进行监视，以确保其及时有效的实施



GB/T 28002-2002

4. 3. 1. 2 慧图

    在执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之后，组织对其范围内的所有重大职业健康安个危

险源宜有 一个LL确的总体评价

    注:参见第3章中的注 1。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及其输出宜作为整个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口重

要的是，在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与职业健康安全竹理体系其他要素之问建立明确而

显一普的联系 有关(.13/T 28001中4. 3. 1的要求与其他要求之间的联系，可依据4.3.1.3和4.3.1.5

确定

    木标准的目的在于制定一此原则，组织可以据此确定特定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

程是否适宜和充分〕但为如何实施这些活动提供建议，并不是本标准的目的

    沮:为了增加相关的参考信息.附录“列出了RS 8800:199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附录D(资料性附录)

        ‘卜与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有关的内容的参考译文。但需注意，该附录中的某些说法可能与木标准

          有筹异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宜使组织能够持续地识别、评价和控制其职业健康安全

风险

    右任何情况下，均宜考虑组织内的正常和非正常运行。以及潜在的紧急情况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干诸如组织规模、组织内1.作场

所状况、危险源的性质和复杂性以及重要性等因素o GB/丁28001中4. 3. 1的目的并不是迫使危险源

很有限的小组织也进行复杂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活动。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宜考虑执行这三个过程的成本和时间，以及能否获得可靠

的资料 为制定规章或其他目的而获得的信息可用于这些过程。对于已经涵盖所考虑的职业健康安全

风险的拧制措施来说，组织还可考虑其实际控制程度。通过考虑与组织当前的和以往的活动、过程、产

品和(或)服务相关的输人和输出，组织宜确定何为其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对于未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组织来说，组织宜通过初始评审确定其当前的职业健康安全

风险状况，其目的在于考虑组织所面临的所有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 组织叮能希望在其初始评审中考虑以下方面(但不限于此):

      -一法规要求;

          对组织所面临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识别;

          对所有现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惯例、过程和程序的审查:

          对已往事件、事故和紧急情况的调查资料的评价口

      根据活动的性质，适合于初始评审的方法可包括

        一检查表;

          面谈;

        一直接检查和测量;

          以往管理体系审核或其他评审的结果。

      值得强调的是，初始评审不能代替4. 3. 1的其余部分所给定的已构成系统的方法。

4.3.1.3 典型输入

      典型输入包括:

          职业健康安全法规或其他要求(见4. 3.2):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见4.2):

          ’卜件和事故记录;

          不符合(见4. 5.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结果(见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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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员工和其他相关方的沟通(见4.4.3);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商、评审和改进活动的信息(这些活动在性质上叮能是主动

          性的，也可能是被动性的);

      一最好的实践经验信息、与组织有关的典型危险源的信息、类似组织已发月的事件和事故的

          信息;

    一 有关组织的设施、过程和活动的信息，包括以下方面:

            更改控制程序的详情;

            现场平面图;

            过程流程图;

            危险材料库存清单(原材料、化学品、废料、产品、副产品);

            毒理学和其他职业健康安全资料;

          监视资料(见4. 5. 1卜

            丁二作场所环境资料

4.3.1.4 过程

4. 3. 1. 4. 1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

4.3.1.4.1.1 总则

    原则上，风险管理措施宜首先考虑消除危险源(如果可行)，然后再考虑降低风险(降低伤害或损坏

发生的可能性或潜在的严重程度)，最后考虑采用个体防护装备。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

过程是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

    对于不同的行业，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极不相同，有的行业是简单的定量评价，

而有的行业则包含大量文件的复杂定量分析，但都是为了使组织能够策划和实施适合其需要和上作场

所状况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并有助于遵守所有职业健康安全法规的要求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宜作为一项主动性而非被动性措施执行。也就是说，危险

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宜在引人新的或修改的活动或程序之前进行，已识别的任何必要的

风险降低和控制措施均宜在变化发生之前得到实施。

    对于正在进行的活动，组织宜及时更新有关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文件、资料和记录

井在引人新发展业务、新的或修改的活动之前，将这些文件、资料和记录予以扩充以便涵盖这些活动。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不仅适用于装置和程序的“正常”运行，而且适用于定期的

或临时的运行(例如:对装置进行清洗和维护)，还适用于装置启动或关停期间

    组织虽然拥有控制某特定危险任务的书面程序，但仍需就程序的运行持续执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

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

    除考虑组织自身员工的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源和风险外，组织还宜考虑合同方人员和访问者的活动、

使用外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危险源和风险

4.3.1.4.1.2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

    组织宜将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形成文件，并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危险源辨识;

      风险评价:

            在假定现有的(或拟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均已实施的前提下，确定残余风险的水平(可考虑:

            在特定危险源中的暴露程度;伤害或损坏发生的可能性;伤害或损坏发生的后果的

            严重性);

            残余风险的可容许性评价;

    一风险控制:

            对所需的另外的风险控制措施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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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风险控制措施足台足以将风险降生可齐许程度的评价

    此外，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还宜包括对以下方面的确定:

        对于将要使用的任何形式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确定其性质、时间安排、范围和

          方法:

        适用的法规或其他要求。

        负责执行此过程的人员的作川和权限;
        将要执行此过程的人员的能力要求和培训击求(见1.4.2)(组织可能有必要使用外部咨询或

        服务.这取决十所川过程的性质或类型)
        出自员I_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商、评审和改进活动(这此活动在性质上可能是主动忖几的.也叮能

        是被动性的)的信息的使用;

        .L 1-如何考虑使此过程内的人为错误的风险能得到检查;

        材料、装置或设备的过期老化(尤其是在储存这些材料、装置或设备时)所形成的危险源

4.3.1.4.1.3 后期活动
    在执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之后:

        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对于任何已识别的必要的纠正或预防措施(见4.5.2)，其及时的完全实

        施得到厂监视(可能要求实施进一步的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以反映对拟定的风险控制措施

        的更改和确定对残余风险的评价的修正);
        宜向管理者提供有关纠正或预防措施的完成进展和结果的反馈信息，以作为管理评审(见

        4. 6 )和修改或制定新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输人;
    一 组织宜能确定执行特定危险任务的员工的能力是否与风险评价过程所规定的必要风险控制要

          求相一致;
        后期运行经验的反馈信息宜用于改进过程或修正所依据的资料数据(如果合适)。

4.3.1.4.2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评审(见4.6)

    宜按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文件中所确定的预定时间或周期.或由管理者所确定的预定时间评审危险

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 该期限可能有所变化，这取决于以下方面:

          风险源的性质;

          风险的大小;

        一正常运行的改变;

          给料、原材料和化学品等的改变。
    如果组织内的变化使现有评价的有效性产生疑义，则宜执行评审。这种变化可包括以下因索

          扩大、缩小、限制:

        一职责的重新分配;

          [_作方法或行为模式的改变。

4. 3. 1. 5 典型输出
      宜具有包含下列各方面的形成文件的程序:

          危险源辨识;

          与已识别的危险源有关的风险的确定;

          有关每个危险源的风险水平的表示.无论风险是否为可容许风险;

        一对监视和控制风险(见4. 4. 6和4. 5.”的措施的描述或引用，尤其是对不可容许的风险;

          为了降低已识别的风险而建ii.的职业健康安全日标和措施(见4.3.3)，以及监视风险降低过

          程进展的任何跟踪活动(如果可行);

          实施控制措施的能力和培训需求的识别(见4. 1.2):

          宜作为体系运行控制要素的 一部分而]’+以详细描述的必要控制措施(_见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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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程序所产生的记录

4. 3 2 法规和其他要求

4. 3. 2. 1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3. 2 法规和其他要求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以识别和获得适用法规和其他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组织应及时更新有关法规和其他要求的信P、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员土和其他有关的相关力

4 3. 2. 2 意图

    组织需认识和f解其活动如何或将如何受到适用法规和其他要求的影响.并就此信息与有关员{-

进行沟通

    此项要求拟促进对法律义务的认识和厂解。但并不要求组织建立一个包含本组织很少涉及或使川

的法规或其他要求的资料库

4. 3. 2. 3 典型输入

    典)S?输人包括以下方而:

      一 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实现过程的详情;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见4.3.1);

      一最好的实践经验(例如:准则、I一业协会指南);

          法规要求;

        信息来源清单;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际标准、其他标准等:

    一 组织内部要求;

          相关力一要求

4. 3.2. 4 过程

    组织宜识别有关法规和其他要求.并寻求最适宜的获取这些信息的手段，包括提供这些信息的媒介

(例如:纸件、CD,磁盘和国际互联网等)。组织还宜评估

    一一应用哪些要求;

          在哪里应用;

    一一组织内谁需要获取哪类信息。

4. 3. 2. 5 典型输出

    典塑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识别和获取信息的程序;

    一一对应川哪些要求和在哪里应用的识别;

    注:,,f采用登记表形式

        适用于组织所确定的各岗位的要求(如果可行，可以是现行文本、综述或分析);

        对随着新职业健康安全法规的颁布而实施控制措施进行监视的程序

4 3. 3 目标

4. 3. 3. 1  GB/'T 28001的要求



cu/T 28002-2002

(;B/ ,r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少〔一
4.3.3.2 意图
    有必要确保在iiXi个组织内建立可测量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以使职业健康安全方针能够实现.

4.3-3.3 典型输入

    典}q9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有关组织总体业务的方针和目标;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包括持续改进的承诺(见4.2):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见4.3.1)的结果;

        法规和其他要求(见4.3.2);

          可选择的技术方案:

          财务、运行和经营要求:

        员1_和相关方的意见(见4.4.3);
          出白r作场所中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商、评审和改进活动(这些活动在性质_L可能是主动性

          的，也fr能是被动性的)的信息;

        对以前建立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所进行的绩效分析;

          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的不符合、事故、事件和财产损失的以往记录;

        背理评审的结果(见4.6).

4. 3. 3. 4 过程
    适宜的管理层宜使用上述“典vi输入”的信息或资料识别和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目标，并确定职业健

康安全[f1标的优先顺序。
    在建,i_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时，宜特别注意那些最可能受个别职业健康安全目标影响的有关方面的

仁r息和资料，因为这能有助于确保目标合理并得到广泛接受 考虑来自组织外部资源的信息和资料(例

如:来自合同方或其他相关方的信息和资料)也很有用。
      适当的管理层宜定期举行(如:至少一年一次)有关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会议。对于某些组织

来说，可能需要将建立目标的过程形成文件
      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既要针对组织内广泛共同的职业健康安全问题，又要针对个别职能和层次特定

的职业健康安全问题
      宜为每个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确定合适的参数 这些参数宜考虑到对职业健康安全目标实现情况的

  监视
      职业健康安个目标宜合理并Gj实现，以便组织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和监视其进展。宜为实现每个

职业健康安全日标确定合理的并可实现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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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组织的规模、职业健康安个目标的复杂性及时间表，职业健康安全f1标可分解为各单独的子日

标.但}I L为各个不Pl层次的子I -I标与职业健康安全日标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

    职业健康安全[]标类}'j的实例包括:

        风险水平的降低:

      一 为Ii(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增加另外的特性

          改善现有特性或少幻S/用的 一致性所采取的步骤:

      一 消除或降低特定意外事件的频次.

    职业健康安全口标宜传达到有关的人员(例如:通过培训或小组简短会议传达，见4. 4. -2)，并经职

业健康安个管理方案进行部署(见4.3.4)0

4.3.3.5 典型输出

    典19输出包括组织内各职能形成文件的、可测量的职业健康安全I1标。

4. 3. 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

4. 3. 4. 1  GB/T 28001的V- 炎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3. 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

    组织应制定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以实现其目标 方案应包含形成文件的:

    。) 为实现目标所赋予组织有关职能和层次的职责和权限;

    b) 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时间表。

    应定期井且在i卜划的时间间隔内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进行评审，必要时应钊对组织的活动、

产品、服务或运行条件的变化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进行修订

4. 3. 4. 2 惫图

    组织宜通过制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而力图实现其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 为此，组织宜制

定行动战略和计划，并将其形成文件，予以传达。对于实现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进展情况，组织宜予以

监视、评市和记录，并相应地更新或修正战略和计划

4. 3. 4. 3 典型输入

    典型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一职业健康安个方针和目标;

      一对法规和其他要求的评审;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一 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实现过程的详情;

      一 出自工作场所中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商、评审和改进活动(这些活动在性质r可能是主动性

        的，也可能是被动性的)的信息;

    一一对从新的或不同的可选技术方案中可得到的机会的评审;

        持续改进活动;

      一 实现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所需资源的可用性。

4. 3. 4. 4 过程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宜识别各有关层次负责下达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人员。为实现协个职业越

康安全fl标，还宜识别需执行的各种不同任务。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宜针对每项任务规定适当的职责和权限，并为每项单独的任务确定时问表，

以满足有关目标的总时问表的要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力一案还宜为每项任务规定适当的资源配置(例

如:财力、人力、设备、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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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也会涉及特定的培训计划(见飞4.2 ),培训计一划将进一步规定有k-的信息

和份理

    6对上作Mn例、过程、没务或材料做预期的贡大变更或修改之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力案宜规定执

行新的危险源辫识和风险评价。职朴健康安全管理方案还宜规定就预期改变与有关员一曰些行协向

4345 典型输出

    典1}1输出包括明确的、形成义件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

44 实施和运行

C: B门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4实施和运行

    实施和运行如图4所小

策划

绩效测量
的反馈

检查和纠!巨措施
图4 实施和运行

::
结构和职责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4. 1 结构和职责

    利组织的活动、没施和过程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有影响的从事管理、执行和验证工作的人员·应

确定其作用、职责和权限，形成文件，并予以沟通，以便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职业健康安个的最终责任由最高管理者承担。组织应在最高管理者中指定一名成员(如:某大组

织内的;fit小会或执委会成员)作为管理者代表承担特定职责，以确保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正确实

施.月一在组织内所有岗位和运行范围执行各项要求_

    竹理者应为实施、控制和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提供必要的资源。

    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专项技能、技术和财力资源

    组织的管理者代表应有明确的作用、职责和权限，以便:

确保按本标准建)1/_、实施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确保向最.苛管理者提交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绩效报告，以供评审，并为改进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提供依据

听有承扣竹理职责的人员.都应表明其对职业健康安全绩效待续改进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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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意图

    为有效地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有必要:

          确定作用、职J万和权限.并形成文件，予以沟通:

        提供允足的资源，以便能够完成职业健康安全任务_

4413 典型输入

    典塑输人包括以 厂方而:

        组红牲占构(纤毛织图);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职业健康安个日标;

        法规和其他’要求:

      一 岗位描述:

        有资格的人员名单。

44，4 过程

44141 概述

    对于所有执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各部分职责的人员.宜确定其职贵和权限，包括明确规定处于

不同职能之问接「1位置的人员的职责。

    此外.还需同样规定下列人员的职责:

        最高怜理者;

        组织所有各层次的骨理者;

      一 过程运行人员和一般人员:

        对合同方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进行管理的人员;

        负责职业健康安全培训的人员;

        负贞职业健康安全关键设备的人员:

        组织内具有职业健康安全资格的员工或其他职业健康安全专家;

        参加协商讨论会的员工_职业健康安全代表

    无沦如何 组织宜传达和穴传这种理念，即:职业健康安全是组织内每个人的责任，而不只是那此具

有明确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责的人员的责任

4414.2 最高管理者职责的确定

    最高管理者职责宜包括确定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确保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休系的实施。作为

此承诺的一部分，最高管理者宜指定一名特定的管理者代表(在大型的或复杂的组织内，可以指定多名

管理者代表)，井规定其实施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的职责和权限

441.4.3 管理者代表职责的确定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者代表宜为最高管理者中的一员。他可获得其他已被委派负责监视职业健康安

个职能总体运行情况的人员的支持。无论如何，管理者代表宜定期获悉体系绩效状况，并保持对定期评

市和职业健康安全「]标制定的积极参与 组织宜确保分派给管理者代表的任何其他职责或职能不与其

履行职业健康安全职责相冲突。

44144 管理者职责的确定

    管理者职责宜包括确保职业健康安全在其运行范围内得到管理。在职业健康安全事务的主要职黄

由价理者负责之处，组织内任何职业健康安全专家的作用和职责均宜适当地确定，以免职责和权限方而

的含糊不清。这宜包括通过提高管理水平以安排解决在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与对生产效率的考虑之自{的

丁毛何冲突‘

礴41.45 作用和职责文件

    宜以适1丫于组织的形式将职业健康安全职责和权限形成文件。llJ采用以下 一种或多种形式 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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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选择的51外的形式:

        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乎册:

          〔作程序和任务描述:

          岗位描述;

          卜岗to训包。
    如果组织采用以涵盖员工_其他作用和职责的书面岗位描述形式发布，则宜将职业健康安全职责纳

人岗位描述之中。

4.4. 1.4.6 作用和职责的沟通
    需将职业健康安全职责和权限有效地传达到组织内各层次所有受其影响的人员。这宜确保每个人

了解小同职能之问的范围和接日，以及用于发挥作用的方式

4. 4. 1. 4. 7 资源
    为保持1一作场所的安个，管理者宜确保可获得允足的资源(包括设备、人力资源、专家和培训)〕

    如果资源足以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和活动(包括绩效测量和监视)，则可认为资源是充分的。

    对于已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组织，通过比较所策划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要求与实际完成

结果，至少能部分地评价资源的充分性。

4. 4. 1. 4. 8 管理者的承诺
    管理者宜提供对其职业健康安全承诺的直观证实，证实的方式可包括

        现场访问和检查;

          参与事故调查;

          为后文中所述的纠正措施提供资源;

        一出席职业健康安个会议和发布支持信息

4. 4. 1. 5 典型输出
    典'q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对所有有关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职责和权限的规定;

          手册(程序或培训套件)形式的作用和职责文件;

          将作用和职责传达到所有员工和其他相关方的过程;

        所有层次的管理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4.4.2 培训、意识与能力

4. 4. 2. 1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42 培训、意识与能力

对于其工作可能影响工作场所内职业健康安全的人员。应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在教育、培训和

(或)经历方面，组织应对其能力作出适当的规定。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确保处于各有关职能和层次的员工都意识到:

一 符合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程序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

一在上作活动中实际的或潜在的职业健康安全后果，以及个人工作的改进所带来的职业健康

安全效益;

  一在执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程序

    求(见1. 4. 7 )方面的作用和职责;

    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的潜在后果

培训程序应考虑不同层次的:

    职ò、能力及文化程度;

    风险」

，实现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包括应急准备和响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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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2 意图

    组织宜具有有效的程序以确保员工有能力完成所安排的职责

4.4.2.3 典型输入

    典型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一作用和职责的规定;

      一 岗位描述(包括执行危险任务的详情);

    一一 员工的绩效评价;

      一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一一程序和作业指导书;

一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

      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

4.4.2.4 过程

    过程中宜包括以下方面:

      一组织内每个层次和职能所需职业健康安全意识和能力的系统识别;

    -一 安排识别和弥补员工个人现有水平与所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意识和能力之间的任何不足:

    -一 及时而系统地提供已识别的任何必要的培训;

    -一 对员工个人进行评价，以确保他们已获得并保持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

    一一保持员工个人培训和能力的适当记录。

    宜针对以下方面，建立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意识和培训方案:

    -一 对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安排和员工个人的特定作用和职责的了解;

    --一 对员工和那些在组织内各小组、现场、部门、区域、岗位或任务之间调任的员_L进行的上岗和

        继续培训的系统方案;

        就局部的职业健康安全安排、危险源、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和所遵循的程序进行的培训(宜

        在工作开始前提供此类培训);

      一 为执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所进行的培训(见4.3.1.4);

    -一 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起特定作用的员工(包括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代表)所需的特定的

        内部或外部培训;

    — 对负责管理员工、合同方人员和其他人员(例如:临时工)的所有人员，就其职业健康安全职责

        进行的培训。这是为了确保这些管理人员以及受其管理的人员都了解所负责的运行的危险源

        和风险(无论这些危险源和风险发生在何处)，此外还为了确保这些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按照

        职业健康安全程序安全地从事活动;

    -一 最高管理者的作用和职责(包括法人的和个人的法律职责)。这是为了确保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发挥作用，以控制风险，并减少疾病、伤害和组织的其他损失;

      一 对于合同方人员、临时工和访问者，根据其所面临的风险水平而确定的培训和意识方案

    宜评价培训的有效性和最终所达到的能力水平。这可能包括:

        将评价作为培训训练的一部分;

    一一通过适当的现场检查以确定是否已获得能力;

        监视培训产生的长期效果。

4.4.2.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一 个人作用的能力要求;

        一培训需求分析;

      一 针对员上个人的培训方案川一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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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1!6组织内使川的挤训课程(产晶)的范}J

        培洲记K和培洲有炊日评价记录。

443 协商和沟通

4. 4. 3 1 CB/T 28001的要求

G11/"1'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43 协商和沟通

    组织应1.1< f 7 '"'ta 1‘ ,确保“:员}和其他相关方就+11关职业健康安全信息进行相Ti.沟通

    夕曰)!‘训导员}_参与和协商的安排形成文件.并通报相关方

    61 1 J"/.:

          夸‘J风险竹理力针和程序的制定和评54 ;

        参与商寸影响{_作场所职业健康安全的任何变化

          琴’J职业健康安全事务:

          厂解谁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员工代表和指定的管理者代表(见4.4.1)0

4.4.3.2 意图

    通过协商和沟通过程.组织宜鼓励所有受其运行影响的人员参与良好的职业健康安个实践话动川

支持组织的职业健康安个方针和目标。

4.4.3.3 典型输入

    典塑输人包括以 F为面: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门标;

          有关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fL.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程序;

          (I:职业健康安个力Iff的作用和职责的规定;

        一员L与针理者就职业健康安全进行正式协商的结果;

          {作场所中员1_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商、评审和改进活动(这些活动在性质上可能是主动性的，

          也i1能是被动性的)的信息:

          i羊细的11,训方案

4. 4. 3. 4 过程
    州织丫促进‘。员工和其他相关方〔如 合同方人员、访问者)就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信息进行协商和沟

通，升一习vl有关安排形成文件

    这包括安排员1_参与以下过程:

        就以};方面进行协商:

    · 风险价理方针的制定和评审;

    · 职业健康安全「1标的制定和评审;

    。 就执行风险竹理的过程和程序而作出的决策，包括执行危险源辨识、对与其自身活动有关的风

        险评价和风险控制进行评审;

          就影响 「_作场所职业健康安全的改变(例如:采用新的或改进的设备、材料、化学品、技术、过

          程、程序或1作方式)进行协商
      fl职业健康安全事务L，员匡宜有自己的代农。组织宜告知员工谁是他们的职业健康安个代K和

招几_的粉理者代发〔

4 4 35 典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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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恻输出包括以下力1(11

        管理者与员!_通过职业健康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11几式协商;

        员}参与危险源讲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

        就}作场10「的职业健康安全积极鼓M员}_参r -j协商、iT审和改进活动.并I}.i竹理者''} ili职,1;, fat

        康安全问题;

        员T的职业健康安全代表的明确作旧和与管理者的沟通机制.例如:参‘J事故和小件调杏以kK

        现场职业健康安全险杏等:

          员{和其他相关方(例如:合同方人员或访问者)的职业键康安全简报:

        包含职业健康安个绩效资料和其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信息的公告栏;

        职业健康安个业务通讯:

        职业健康安个海报

4. 4. 4 文件

4. 4. 4. 1  CB/T 28001的要求

C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4. 4 文件

    组织应以适当的媒介(如:纸或电子形式)建立并保持下列信息

    a) 描述r理体系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h) 提供查询相关文件的途径

    注:重要的是.按有效性和效率要求使文件数1尽o1能少

4. 4. 4. 2 惹图

    组织宜建立足够的文件.并保持及时更新.以确保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被充分丁解.炸有效T,

和有效率地运行

4. 4. 4. 3 典型输入

    典xg输人包括以 卜方向:

        组织为支持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活动以及为满足GB/T 2800}的要求血

        所建命_的文件和信Q、系统的详情;

          职责和权限;

        所用文件或信息的局部环境的信息，以及将文件或信息按照物理文档或电子(或其他媒介)文

        档形式保存的限制。

4. 4. 4. 4 过程

    在建J:必要文件以支持其职业健康安全过程前，组织宜评审其职业健康安个骨理体系对义件和信

息的需求

    这里井不要求组织为了符合G3门’28001而必须按某一特定格式建认文件，也不要求组织必须替

代现有文件(例如:手册、程序或作业指导朽).只要现有文件充分描述了当前安排.就可以继续使用〕如

果组织已建立了一个已形成文件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那么，建立一个描述其现有程〕】“:

GK/ T 28001的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综述性文件可能更为方便和有效

      I }f.考虑以下力一面:

        文件和信息使用者的职责和权限 这将导致对安全程度、需要限制的可访问性(尤01.是电J几媒

        介)和变动拧制(见4. 1.劝的考虑;

        物理文档使用的力式和环境。这要求考虑所提交的格式 对f使少}J信;{系统电于没备来cst.

          丫Lyii }.类似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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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综述文件或手册

    — 文件登记簿、主要清单或索引;

        一程序;

    一一作业指导书。

4.4.5 文件和资料控制

4. 4. 5. 1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4. 5 文件和资料径制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控制本标准所要求的所有文件和资料，以确保:

    a) 文件和资料易于查找;

    b) 对文件和资料进行定期评审，必要时予以修订并由被授权人员确认其适宜性;

    c) 凡对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的有效运行具有关键作用的岗位，都可得到有关文件和资料的现行

          版本;

及时将失效文件和资料从所有发放和使用场所撤回，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误用;

对出于法规和(或)保留信息的需要而留存的档案文件和资料予以适当标识。

山

e)

4.4.5.2 慧图

    宜识别和控制所有包含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和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活动绩效的关键信息的

文件和资料。

4. 4. 5. 3 典型输入

    典型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一为支持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活动以及满足GB/T 28001的要求，组

        织所建立的文件和资料系统的详细资料;

    一一职责和权限的详细资料。

4.4.5.4 过程

    书面程序宜确定对职业健康安全文件的标识、批准、发布和撤消的控制和对职业健康安全资料的控

制(与GB/T 28001中的4.4.5的要求一致)。这些程序宜明确阐明所用文件和资料的类别。

    宜确保在常规和非常规条件下(包括紧急情况下)都易获得所需的文件和资料。例如:在紧急情况

下，过程运行人员和所有有此需要的人员都能获得最新的装置工程制图、危险材料资料卡、程序和作业

指导书。

4. 4. 5. 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一一文件控制程序，包括指定的职责和权限;

        一文件登记簿、主要清单或索引;

    -一 受控文件及其位置的清单;

      -一档案文件记录(有的可能需要与法规或其他时间要求保持一致)。

4. 4. 6 运行控制

4. 4. 6. 1  GB/T 2800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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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6 运行控制

      组织应识别与所认定的、需要采取控制措施的风险有关的运行和活动。组织应针对这些活动(包

括维护1_作)进行策划，通过以下方式确保它们在规定的条件下执行:

      1) 对于因缺乏形成文件的程序而可能导致偏离职业健康安个方针、目标的运行情况，建认井保

          持形成文件的程序:

      b) 在程序中规定运行准则;

      c) 对于组织所购买和(或)使用的货物、设备和服务中已识别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建立并保持

          程序，并将有关的程序和要求通报供方和合同方:

      d) 建立并保持程序，用于工作场所、过程、装置、机械、运行程序和工作组织的设计，包括考虑

          与人的能力相适应，以便从根本上消除或降低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4.4.6.2 意图
    为了实现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以及满足法规和其他要求，组织宜建立和保持计一划安排，以确保

为控制运行风险而采取的控制和应对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4463 典型输入

    典型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一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F1标;

        一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一 已识别的法规和其他要求。

4.4.6.4 过程

    为了控制已识别的风险(包括由合同方人员和访问者所带来的风险)，组织宜建立形成文件的程序，

否则，会因缺乏形成文件的程序而导致事件、事故或其他偏离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的情况发生。组

织宜定期评审风险控制程序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必要时予以更改。

    在程序中，需考虑风险扩展至客户或其他外部相关方的场所或控制区域的情况，例如:组织的员工

在客户场所工作。组织可能需要就此类环境的职业健康安全与外部相关方进行协商。

    下面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引发风险的场合的实例以及针对这些风险的控制措施的实例

    H) 货物或服务的采购或转移以及外部资源的使用

          包括:

        一 审批核准对危险的化学品、材料和物质的采购或转移;

              在采购机械、设备、材料或化学品时，或需要获得有关安全搬运机械、设备、材料或化学品

            的文件时，可得到有关安全搬运机械、设备、材料或化学品的文件;

        -一 对合同方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能力进行评价和定期进行再评价;

          一一 审批为新装置或新设备所设计的职业健康安全预防措施

    b) 危险任务

          包括:

            一危险任务的识别;

            一工作方法的预先确定和审批;

              执行危险任务的人员的预备资格;

        一 出人危险上作场所的人员的工作许可证制度和程序。

    c) 危险材料

          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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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清单和库房位置的识别:

              安个贮存预防措施和准人控制:

            一材料的安全资料和其他石关信息的预备和存取

    d) 安个装置和设备的维护

          包括:

              组织的装置和设备的供应、控制和维护;

            个体防护装备的供应、控制和维护;

              人日隔离和控制;

              与职业键康安全有关的设备和高集成系统的检验和测试 这华设备和高集成系统包括

              · 运行人员的防护系统;

              · 防护装'K及身体防护;

              · 关停系统:

              · 火焰探测和灭火设备;

            · 装卸设备(起重机、铲车、吊车和其他起重设备);

              · 放射源及安全防护;

              · 重要监视设备;

              · 局部通风排气系统;

              · 医疗设施和设备。

4. 4. 6. 5 典型输出

    典刑输出包括以下为面:

          程序:

          作业指异V'i o

4. 4. 7 应急准备和响应

4. 4. 7. 1 GB/T 28001的要求

GB门’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47 应急准备和响应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计划和程序，以识别潜在的事件或紧急情况，并作出响应，以便预防和减少可

能随之引发的疾病和伤害

    ?11织应评审其应急准备和响应的计划和程序，尤其是在事件或紧急情况发生后

    如果可行，组织还应定期测试这些程序

4.4.7.2 意图

    组织宜积极评价对潜在事件和紧急情况的响应需求，制定计划满足响应需求，建立程序和过程6}[寸

响应需求，测试所策划的响应，并寻求改进响应的有效性

4. 4. 7. 3 典型输入

    典H}J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当地可得到的应急服务、所有应急响应的详情或经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安排的详情:

        法规或其他要求;

          以付事故、事件和紧急情Url?.的经睑

来自于类似组织以往事故、事件和紧急情兄的经验(经验总结、最好的实践经验);

对应急、已执行的实际演练和随后所采取措施的结果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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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4 过程

    组织宜制定应急计划。识别和提供合适的应急设备，通过实际演练定期测试其应急能力。

    实际演练的目的在于，丫则试应急计划最关键部分的有效性和测试应急策划过程的完备性〔虽然案

头OII练在策划期间可能很有用，但实际演练仍宜尽可能逼真.以便有效。这可能要求执行完整的书件

模拟

    宜评价应急和实际演练的结果，必要时予以修改

4. 4. 7. 4. t 应急计划

    应急计划宜概述特定紧急情况发生时所采取的措施，A包括以F儿方面:

    -一 潜在的事件和紧急情况的识别;

      一 应急期间的负责人的识别;

    -一 全体人员在应急期间所采取措施的详情，包括处于应急场所的外部人员(例如:合同方人员、

        访问者)所采取措施的详情(例如:可能要求他们集合到特定地点);

        J1急期间具有特定作用的人员〔例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和核泄露(毒物泄露)处置专家等〕的

        职责、权限和任务;

        疏散程序;

          危险材料的识别和位置以及所需的应急措施;

      一 与外部应急服务机构的相互联系;

    一 与立法部门的沟通;

    一 与邻居和公众的沟通;

      一 极为重要的记录和设备的保护;

        应急期问必要信息的可利用性，如:装置布置图、危险材料的资料、程序、作业指导 朽和联络电

          话号码等。

    组织宜对外部机构的参与作出明确规定并形成文件，宜向这些机构通报参与时可能遇到的情况，并

为其提供所需信息以便于他们参与应急响应活动。

4.4.7.4.2 应急设备

    组织宜识别对应急设备的需求.并提供充足的设备。为了保持这些设备的持续可操作性.组织宜在

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对其进行测试。

    设备实例包括:

      一报警系统;

      一应急照明和动力;

        逃生工具;

        ‘鬓全避难所:

    一 应急的隔离阀、开关和断流器;

      一消防设备;

      一急救设备(包括应急喷淋设备、眼冲洗站等);

          通讯设备。

4. 4. 7. 4. 3 实际演练

    实际演练宜按预定计划进行。如果适宜和可行.宜鼓励外部应急服务机构参与实际演练

4.4.7.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形成文件的应急计划和程序;

    一 应急设备清单;

          应急设备的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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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种记录

            实际演练;

            对实际演练的评审;

            评审提出的建议措施;

            实施建议措施的进展情况口

45 检查和纠正措施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5 检查和纠正措施

    检查和纠正措施如图5所示

实施和运行

审核
绩效测量
的反馈

::
绩效测t和监视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图5

规范

管理评审
  检查和纠正措施

4.5. 1 绩效测f和监视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对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进行常规监视和测量。程序应规定:

        适合组织需要的定性和定量测量;

        对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满足程度的监视;

        主动性的绩效测量，即监视是否符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运行准则和适用的法规要求;

        被动性的绩效测量，即监视事故、疾病、事件，，和其他不良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历史证据;

        记录充分的监视和测量的数据和结果，以便于后面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分析。

    如果绩效测量和监视需要设备，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对此类设备进行校准和维护，并保存校

准和维护活动及其结果的记录。

4.5.1.2 意图

1)包括GB/9} 28001 - 2001的3. 6注中的“near一m.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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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贯穿整个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组织宜识别关键的绩效参数。宜包括确定以下内容的参

数(但不仅限于此):

    —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是否正在得到实现;

    -一 风险控制措施是否实施并且有效;

    -一 是否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失败包括危险事件(事故、事件’)和疾病)中吸取教训;

    一一员工的意识和能力是否符合要求，对其培训是否有效;

    -一 与员_L和其他相关方的协商和沟通方案是否有效;

        一能够用于评审和(或)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状况的信息是否正在获取和使用。

4. 5. 1. 3 典型输入

    典型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一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见4.3.1):

    -一一法规和其他要求、最好的实践经验;

    -一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

      一不符合的处理程序;

    -一一设备测试和校准记录(包括属于合同方的设备测试和校准记录);

          培训记录(包括属于合同方的培训记录);

    -一 管理者的报告。

4.5.1.4 过程

4.5. 1.4. 1 主动性监视和被动性监视

    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将以下主动性监视和被动性监视结合起来:

      -一 采用主动性监视，以检查组织职业健康安全活动的符合性，例如:监视职业健康安全检查的频

          次和有效性;

      一 采用被动性监视，以调查、分析和记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失败(包括事故、事件，’、疾病

        和财产损失)。

    主动性监视资料和被动性监视资料(参见附录C)通常用于确定目标是否实现

4. 5. 1. 4.2 测.技术

    以下是可用于测量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方法实例:

    -一一应用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的结果;

    -一一使用检查表进行系统的工作场所检查;

    -一一职业健康安全检查，例如:基于“巡视”的检查;

      -一对新的装置、设备、材料、化学品、技术、过程、程序或工作方式的预评价;

      一 检验特定的机械和装置，以检查与安全有关的部分是否处于适宜和良好状态;

      一 安全抽样:检查某特定方面的职业健康安全;

    -一一环境抽样:测量在化学、生物或物理因素(例如:噪音、挥发性有机物等)中的暴露情况，并与有

        关标准相比较;

    -一一可获得并有效使用具有认可的职业健康安全经历或正式资格的员工;

      一 行为抽样:评价工人的行为以识别可能需要纠正的不安全工作习惯;

    -一一文件和记录的分析;

    一一以其他组织好的职业健康安全实践经验为基准进行比较;

U此处，.事件’，仅指“near-miss"。有关“near-miss"参见GB,!T 28001--2001的3. 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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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调查以确定员1_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实践和协商过程的态度

    对1'监视什么和采取什么频次进行监视，组织需基十风险水平(见4.3.1) 以确定 装置或机械

的检验频次可能有法规规定(例如:空气净化器、蒸汽装置、起重设备，。作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

组成部分，宜摹于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的结果以及法规要求而制定检查计划

    宜按照形成文件的监视计划.由一线或中层管理者对过程、工作场所和实际工作活动进行常规的职

业健康安全监视 所有一线管理人员宜承担关键任务的现场检查，以确保职业健康安全程序和行为准

则的符介性。为了有助于实施系统检查和监视，可便用检查表

4. 5. 1. 4. 3 检验

4. 5. 1. 4. 3. 1 设备

    宜草拟 一份由有关人员(可能来自外部)进行法定或技术检测的全部设备清单(均使用唯一标识)。

这些设备宜按要求加以检验.并纳人检验计划中

4. 5. 1. 4. 3. 2 工作条件

    组织宜制定用于确定可接受的工作场所条件的标准，并将其形成文件。管理者宜在规定的时间间

隔内按标准进行检验。为此，可以使用一个包含标准详细内容和所有待检项目的检查表

4.5.1.4 3.3 验证检验

    组织宜执行验证检验，但这并不免除一线管理者执行常规检验或危险源辨识

4. 5. 1. 4. 3. 4 检验记录

    梅次的职业健康安全检验均宜保持记录。记录宜表明形成文件的职业健康安全程序是否得到遵

守〕为J’识别不符合和反复性的危险源存在的根本原因，组织宜对职业健康安全检验、巡视和调查以及

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审核的记录进行抽样 为此，组织宜采取任何必要的预防措施。对于检验期间

所识别的低于标准的条件、不安全的情况和项目，宜作为不符合项形成文件，并评价其风险，按照不符合

程序子以纠正

4. 5. 1. 4. 4 测f设备

    对用于评价职业健康安全条件的测量设备(如:声级计、光测量仪、气体采样仪)，组织宜列出其清

单 井介以唯一标识，对其进行控制 测量设备的精度宜为已知的 必要时，宜有描述如何进行职业健

康安个测量的书面程序。职业健康安全测量设备宜以适当的方式维护和保存，并能提供所需的测量

精度〕

    需要时，测量设备的校准计划宜形成文件 校准计划宜包括:

        校准的频次;

        所引用的测试方法(如可行);

        校准设备的识别;

        当发现特定的测量设备未校准时所采取的措施

    校雕宜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对于关键的校准或难于进行的校准，宜建立程序。

    如果有国家标准 校准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否则，组织宜将作为标准使用的依据形成文件。

    所丫!校准、维护活动和结果的记录均宜保持。宜详细记录调整前后的测量情况.

    宜向使用者清楚标明测量设备的校准状态 对于未知校准状态的或已知未校准的职业健康安全测

员设备.组织小宜使用，而需从使用中撤出，并明确予以标识、贴上标签或其他的标记，以防误用 此类

柄记宜与Is而程序相一致，因为程序中包括了产品校准状态的识别。组织宜签发不符合，以便为所采取

的措施提供文件证明。如果发现了未校准的设备，程序还宜包括措施计划。

4. 5. 1. 4. 5 合同方的设备

    合同力所川的测量设备宜和组织内部的设备一样受到相同的控制 组织宜要求合同方保证其设备

符合这此要求。对 于任何已识别的需要设备测试记录的关键设备，在其开始工作前，宜要求合同力提供

  一份设价测试记录的副木。如果工作需要专门的培训，合同方宜为本组织提供相应的培训记录.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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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市。

4. 5. 1. 4. 6 统计或其他理论分析技术

    任何用于评价职业健康安全状况、调查职业健康安个事件或失败情况、支持有关职业健康安个决策

的统计或其他理论分析技术.均‘i7:以充分可靠的科华原理为从础 ,I理者代表宜确保识别此类技术需

求 如果可行，组织宜将其使用指南和所适用的环境一同形成文件

4. 5. 1. 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包括以卜方而:

    一 监视和测量程序:

    一 检验计划和检查表;

        关键设备清单:

          设备检验的检查表;

    一 1_作场所条件标准和_1_作场所条件检验的检查表:

          测量设备清单;

    一 测量程序;

        校准计划和校准记录;

        维护活动和结果;

        已完成的检查表和检验报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输出，见4.5.4);

        不符合报告;

        程序执行结果的证据

4. 5. 2 事故、事件、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

4. 5. 2. 1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5.2 事故、事件、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确定有关的职责和权限，以便

    劝 处理和调查:
            事故粤

        __一事件’

            不符合，

    10 采取措施减小因事故、事件或不符合而产生的影响;

    () 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于以完成;

    (1) 确认所采取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的有效性。

    这些程序应要求，对于所有拟定的纠正和预防措施，在其实施前应先通过风险评价过程进行

评-q1

    为消除实际和潜在不符合原因而采取的任何纠正或预防措施，应与问题的严重性和!dl临的职业

健康安全风险相适应

    组织应实施并记录因纠正和预防措施而引起的对形成文件的程序的任何更改。

4.5.2.2 意图

    为了报告和评价(调查)事故、事件和不符合，组织宜建立有效的程序。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识

别和消除根源，顶防事故、事件和不符合情况的进一步发生。此外，程序宜能检查、分析和消除小符合的

潜在根源

4523 典型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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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t},j输人包括以下方面:

        程序(通常);

          应急计划;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一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包括不符合报告;

    一 事故、事件和(或)危险源报告;

          维护和服务报告

4. 5.2, 4 过程

    组织宜建亿形成文件的程序，以确保对事故、事件和不符合(见第3章)进行调查并实施纠正和(或)

预防措施。组织宜监视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完成进展情况，并评审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4. 5.2.4. 1 程序

    程序宜考虑以下方面

      ) 总则

          程序宜:

        -一确定参与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实施、报告、调查、跟踪和监视的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要求报告所有不符合、事故、事件和危险源;

        -一适用于所有员工，即工作场所内的员工、临时工、合同方人员、访问者和其他人员;

            一考虑财产的损坏;

        一一确保员工不因报告不符合、事故或事件而遭受虐待;

        一一明确规定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识别不符合之后采取措施的过程。

    10 即时措施

        各方宜知晓在发现不符合、事故、事件或危险源时所需采取的立即措施。程序宜:

            确定通知的过程;

        一一 如果可行，可与应急计划和程序相配合;

            确定有关潜在或实际伤害的调查工作规模(例如:让管理者参加严重事故的调查工作)。

    c) 记录

        宜采用适当的方式记录事实信息、立即调查的结果和随后更详细的调查。组织宜确保按程序:

        - 一记录不符合、事故或危险源的详情;

        -一确定记录的保存位置和保管职责。

    d) 调查

        程序宜确定如何实施调查过程 程序宜识别:

            一所调查事件的类型(例如:可能导致严重伤害的事件);

        -一 调查的目的;

            负责调查的人员及其权限和所需的资格(如可行‘可包括各级管理者);

        一 不符合的根源;

              与目击者面谈的安排;

          一 实际问题，例如:能否利用摄影设备、如何保存证据等;

            对包含法定报告要求的调查报告的安排。

        调查人员在收集进一步信息的同时，宜开始对事实进行初步分析。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宜持续

        进行，直至获得令人满意且十分全面的解释为止。

    e) 纠]E措施

        为了防止已识别的不符合、事故或事件再次发生，组织宜采取纠正措施以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在建立和维护纠正措施程序时所考虑的因素的实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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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和长期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的识别和实施(这也可包括使用合适的信息资源，例如:拥

            有职业健康安全专业技术的员工的建议);

            对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的结果的任何影响(以及对更新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

            制的报告的任何需要)的评价:

        一一记录由纠正措施或由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所导致的对程序进行的任何所需

              的更改;

        — 一实施风险控制或修改现有的风险控制，以确保采取纠正措施并使其有效。

    仍 预防措施

      建立和维护预防措施程序时所考虑的因素的实例包括:

        一使用适当的信息资源(“无损失的事件”的趋向、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记录、更新

          的风险分析、有关危险材料的新信息、安全“巡视”、拥有职业健康安全专业技术的员工的建

          议等);

      — 识别任何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

        一开始实施预防措施并进行控制以确保措施有效;

        一记录由预防措施和将预防措施提交批准所导致的对程序进行的任何更改

    9) 跟踪

        所采取的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宜尽可能持久有效。为此，组织宜检查其有效性。对于未完成

        的 (延误的)措施，宜尽早向最高管理者报告。

4. 5. 2. 4. 2 对不符合、事故和事件的分析

    宜对已识别的不符合、事故和事件的根源进行分类和常规分析。为了便于比较，事故的频次和严重

性等级宜按照公认的行业惯例计算。

    宜进行以下方面的分类和分析:

        可报告的或误_L的伤害(疾病)的频次或严重性等级;

    -一 地点、伤害类型、身体部位、所涉及的活动、所涉及的机构、日期、时间(无论哪一个，只要可行);

        财产损坏的类型和数量;

      一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对涉及财产损坏的事故，组织宜给予足够的关注 有关财产修理的记录，有可能表明某个未报告的

事故(事件)所导致的损坏

    事故和疾病的数据(信息)极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作为职业健康安全绩效指标。但对于其使

用，组织宜谨慎从事，宜考虑下列问题:

      一大多数组织由于发生伤害事故或与工作相关的疾病的案例太少，而不能辨别是实际趋势还是

          偶然结果;

    -一 如果在相同时间内[fA样数量的人员完成了更多的工作，则只有增加的工作负荷可能被认为是

        事故率增加的原因;

    -一 因伤害或与工作相关的疾病所导致的误工时间长短，可能还受到除伤害或疾病的严重程度之

        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缺乏道德、工作单调、不良的同事关系等;

    -一 事故通常被弱化报告(有时被夸大报告)。各级的报告可能会变化。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增强员

        工意识、改进报告和记录机制得以改善;

    一 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失败到有害影响发生，将有一段延迟时间。此外。很多职业疚病还有

        相当长的潜伏期 组织不必等待伤害发生之后再去判断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否正常

          运行

        宜作出有效的结论，并采取纠正措施 至少每年将此类分析上报最高管理者，并纳人管理评审

          (见4. 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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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2. 4. 3 监视和沟通的结果

    宜评价职业健康安个调查和报告的有效性。评价宜客观、如果可能，则宜得出量化的结果

    为J从调查中吸取经验教训，组织宜:

          识别Jt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和一般管理中的缺陷的根源(如果可行);

        就发现的问题和建议与管理者和有关的相关方进行沟通(见44.3);

        将调查中的有关发现和建议纳人持续的职业健康安全评审过程中:

          监视补救控制措施的及时实施及其随后时期的有效性;

          为了避免组织内相同的地方重复发生极为相似的事件，"k4:将出自不符合调查中的经验教训应

          fll于整个组织，们重要的是所涉及的主要原理，而不是局限于采取特定的措施。

4.5.2.4.4 记录保持

    纠if措施可能是一个极小的、可迅速实现的正式计划，也可能是一个较复杂的、需进行长期的活动

A能实现的正式计划。为此 有关的文件宜与纠正措施的复杂程度相适应。

    宜向管理者代表(如果可行，包括向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代表)递交报告和建议，以便分析和归档

    组织宜保持用于记录所有事故(包括具有重大职业健康安全后果的潜在事件)的登记簿 这类登记

簿通常是法规所要求的

4525 典型输出

    典I}jl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事故和不符合程序;

        不符合报告;

          不符合癸记簿;

          调查报告;

        更新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报告;

        为管理评审提供输人信息;

        对所采取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的证据。

4. 5. 3 记录和记录管理

4. 5. 3. 1  GB/T 28001的要求

GB/C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53 记录和记录管理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以标识、保存和处置职业健康安全记录以及审核和评审结果。

    职业健康安个记录应字迹清楚、标识明确，并可追溯相关的活动。职业健康安全记录的保存和管

理应便卜杳阅，避免损坏、变质或遗失。应规定并记录保存期限。

    应按照适于体系和组织的方式保存记录，用于证实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4.5.3.2 意图

    为J证实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所有过程在安全的条件下均得到执行，组织宜保

持记录 由于职业健康安全记录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对要求的符合性形成文件，组织宜字迹清

楚、标识明确地建立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记录

4. 5. 3. 3 典型输入

    宜保持的记录〔用于证实对要求的符合性)包括以下方面:
        培训记录‘

          职业健康安个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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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

      一 协商报告:

        事故(事件)报告;

    --一事故(事件)跟踪报告;

      一 职业健康安全会议纪要;

      一医疗测试报告;

        健康监视报告;

        个体防护装备发放和维护记录;

        应急响应演练报告:

          管理评审:

      一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记录

4. 5. 3. 4 过程

    尽管GB/ 1' 28001的大部分要求无需多加解释，但是还宜另外考虑以F方面:

      一职业健康安全记录的处置权限;

        职业健康安全记录的机密性;

        有关职业健康安全记录保持力的法规和其他要求;

        围绕使用电子记录的问题。

    职业健康安全记录宜完整填写、字迹清楚、标识明确。组织宜确定职业健康安全记录的保存时问。

记录宜保存11安全地点，并便于查阅，避免损坏。对于极为重要的职业健康安全记录，组织宜给子妥善

保护或按法规要求加以保护，以防可能的火灾和其他损坏

4. 5. 3. 5 典型输出

    典烈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程序(用于职业健康安全记录的识别、保持和处置):

        一妥善保存和便于查阅的职业健康安全记录

454 审核

4. 5. 4. 1 GB/T 28001的蕙炎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 5. 4 审核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审核方案和程序，定期开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以便:

    a) 确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否:

        ll 符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策划安排，包括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2) 得到了正确实施和保持;

        3) 有效地满足组织的方针和目标;

    b) 评审以往审核的结果;

    。) 向竹理者提供审核结果的信息。

    审核方案，包括日程安排，应基于组织活动的风险评价结果和以往审核的结果。市核程序应既包

括审核的范IM、频次、方法和能力，又包括实施审核和报告审核结果的职责和要求。

    如果可能，审核应由‘j所审核活动无直接责任的人员进行。

    注:这里‘’尤直接责任的人员”并不意味着必须来自组织外部

4. 5. 4. 2 慧图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是一个组织由此可以评审和持续评价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休系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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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通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需要考虑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程序、工作场所内的条件和实

际工11情况

    组织宜建II.一个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方案，白我评审其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对

GB/T 28001的符合性。宜由组织内部的员工和(或)由组织选用的外部人员执行策划的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审核，以确定对形成文件的职业健康安全程序的符合程度，并评价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否

有效满足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不管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人员来自内部还是外部 均宜公

正客观

    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休系的内部审核宜将重点集中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绩效方面。组织不宜将其混同于

        职业健康安全检查或其他安全检查。

4. 5. 4. 3 典型输入

    典1,9输人包括以「方面:

          职业健康安全力针陈述:

        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职业健康安全程序和作业指导书;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结果;

        法规和最好的实践经验(如果适用);

        不符合报告;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程序;

        一有资格的、独立的内部(外部)审核人员;

      一 不符合程序

4 5. 4. 4 过程

4. 5. 4. 4. 1 审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正式的对职业健康安全程序和惯例的符合性

评价。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宜按计划安排进行。必要时，还可执行计划外的审核。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宜仅由有资格的、独立的人员执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的输出宜包括对职业健康安全程序的有效性、符合程序和惯例的程度

水平的详尽评价，必要时宜识别需采取的纠正措施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审核结果宜予以记录，并

定期向管理者报告

    宜山管理者执行对审核结果的评审，必要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

      N:在 GB/T 19021.] 1993, GB/T 19021.2--1993, GB/T 19021.3一1993,GB/T 24010一1996,(:B/T 24011

        1996,GB/T 24012     1996中描述的通用原则和方法适用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4. 5. 4. 4.2 计划

    为厂执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组织宜制定年度审核计划。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

核宜覆盖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控制的整个运行范围，并评价对GB/T 28001的符合性。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的频次和规模宜与以下方面有关:

        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各种要素的失败有关的风险;

      -一可利用的关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绩效的资料;

        管理评审的输出;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或其运行环境易发生改变的程度。

    如果情况需要，例如发生事故后，可能需要增加执行计划外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4. 5. 4. 4. 3 管理者的支持

    为f伸职+N 10康安个管理体系审核具有价值，最高管理者有必要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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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其在组织内有效实施作出全面承诺。最高管理者宜考虑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现及其建议

和在适当时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旦同意执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就宜公正地完成。组织

宜告知所有有关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的目的和好处，并鼓励员工与审核员充分合作，诚实地

回答他们的问题

4. 5. 4. 4. 4 审核员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可由一人或多人承担。如果由多人承担，可采用审核小组形式的工作

方法，这样可扩大参与并增进合作，还能利用更大范围的专家的专业技能。

    审核员宜:

      -一独立于所审核的部门或活动;

      一 了解其任务并有能力胜任;

    -一有经验并具有相关标准和将要审核的体系方面的知识，以便能够评价绩效和识别缺陷;

    一 熟悉所有相关法规的要求;

    -一 了解和获取与他们所从事工作有关的标准和权威性指南。

4.5.4.4.5 资料收集和解释

    用于收集信息的技术和手段取决于所承担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的性质。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审核宜确保对主要活动的典型样本进行审核，以及与有关员工(如果可行，包括员工的职业健康

安全代表)进行面谈。组织宜检查相关文件，可包括:

    一一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一一职业健康安全方针陈述;

    --一 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一 职业健康安全应急程序;

    一一 工作许可制度和程序;

        职业健康安全会议纪要;

    -一 事故(事件)报告和记录;

    一 来自职业健康安全执法机关或其他法规制定机构的任何报告或信息(口头的、信件、通知等);

    一一 法定登记和证书;

      一 培训记录;

    -一 以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

    一一 纠正措施要求;

    一一 不符合报告

    组织宜尽可能将核查纳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程序，以有助于避免曲解或误用所收集的资

料、信息或其他记录。

4. 5. 4. 4.6 审核结果

    对于最终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其内容宜清楚、准确和完整，宜注明日期并由审核员

签名。审核报告视情况可包含以下方面:

      一职业键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目的和范围;

    -一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计划的细节、审核小组成员和受审核的代表的识别、审核日期、接

          受审核的区域的识别;

    -一 作为执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依据的文件的识别(例如: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手册);

    -一已识别的不符合的详情;

    -一一审核员对符合G川T 28001程度的评价;

      -一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实现所确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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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报告的分发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结果宜尽快反馈给所有有关的相关力，以便采取纠正措施。宜起草一

份经过协商的补救措施的行动计划，同时识别负责人、完成日期和报告的要求。一良作出跟踪监视安排，

以确保建议得到满意的实施

    就包含在职业健康安全竹理体系审核报告中的信息进行沟通时，宜考虑保密要求

4545 典型输出

    典划输出包括以下方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计划(方案):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程序;

        职业健康安全竹理体系审核报告，包括不符合报告、建议和纠正措施要求;

        签发(关闭)不符合报告;

        向竹理者报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结果的证据

4, 6 管理评审

4. 6. 1         GB/T 28001的要求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46 管理评审

竹理l平'II f如图6听小

检查和纠if措施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图6 管理评审

    Il织的最高管理者应按规定的时间间隔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评审，以确保体系的持续

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管理评审过程应确保收集到必要的信息以供管理者进行评价.管理评审

应形成文件。

    竹理评审应根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的结果、环境的变化和对持续改进的承诺，指出可能

需要修改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方针、目标和其他要素

4. 6. 2 惫图

    最高管理者宜评审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以便评价:

        职业健康安个管理体系是否完全实施;

        职业健康安全竹理体系是否继续适宜于实现组织所确立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目标

    评市还宜考虑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是否继续合适 评审宜建立新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或者L新原

有的职业健康安个H标.以实现持续改进，适应未来需要，井考虑职业健康安全骨理体系的任何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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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1箭要改变。

4. 6. 3 典型输入

    典型输人包括以F方面:

          事故统计;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的结果;

      一 前次评审以来对体系所执行的纠正措施;

        应急报告(实际的或演练的);

        管理者代表关于体系总体绩效的报告:

          各级管理者关于体系在其管理区域的有效性的报告;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的报告口

4. 6. 4 过程

    最高管理者宜定期进行评审(例如:每年 一次)。由于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内宜通过正常手段

处理具体细节间题，因此.评审宜将重点集中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总体绩效.A 4,是具体细节_

    在管理评审计划中，宜考虑以下方面:

      一 所针对的主题;

        谁参加(管理者、职业健康安全专家顾问、其他员上);

        各参与者在评审力面的职责;

        为评审所提供的信息。

    评审宜针对以下方面:

现有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的适用性;

一为下一个循环周期而建立和更新职、Ik健康安全!1标以实现持续改进

        现有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过程的充分性;

        风险的现有水平和现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一 资源的充分性(财力、人力、物力);

        一职业健康安全检查过程的有效性;

        危险源报告过程的有效性;

        一有关已发生的事故和事件的资料;

    -一 所记录的无效程序的实例;

      一 前次评审以来对体系所执行的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的结果及其有效性;

      一 应急准备的状况;

        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改进(例如:采取新的主动性或扩大现有的主动性);

      一 所有事故和事件调查的输出;

        法规或技术的预期变动的影响评价〕

    竹理者代表宜向会议报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总体绩效。如果需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绩效的局部评审宜在更频繁的时间间隔内进行。

4 6. 5 典型输出

    典型输出包括以下方面:

        评审纪要，

        对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的更改;

        单个管理者的特定纠正措施及其完成的预定日期:

      一 特定的改进措施及其指定的职责和完成的预定日期;

        纠d措施的评审口期:

        将体现在未来内部审核计划中的重要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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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GB/T 28001-2001与GB/T 24001-1996,GB/T 19001-2000之间的联系

    表A. 1列出T GB/T 28001-2001与GB/T 24001-1996,GB/T 19001-2000之lal相应章条hl的

对应关系。

表A. 1 GB/T 28001-2001与GB/T 24001一1996,GB/T 19001-2000

                    之间相应章条间的对应关系

GB/T 28001一2001 GB/T 24001一 1996 GB/T 19001一2000

1 范围 1 范围 1

1.1

1. 2

范围

总则

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引用标准 }2 引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 一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素
4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4 质量管理体系

4.1 总要求 4.1 总要求 4. 1

5. 5

5. 5. 1

A要求

职责、权限与沟通

职责和权限

4. 2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4. 2 环境方针 5. 1

5 3

8. 5

管理承诺

质量方针

改进

4.3 策划 4. 3 规划(策划) 5. 4 策划

4. 3. 1 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

风险控制的策划

4. 3. 1 环境因素 5. 2

7.2.1

7. 2. 2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与产品有关的要求的确定

与产品有关的要求的评审

4. 3. 2

4. 3. 3

法规和其他要求 4. 3. 2 法律和其他要求 一:.，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与产品有关的要求的确定

目标 4. 3. 3 目标和指标 5.4. 1 质量目标

4.3.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 4.3.4 环境管理方案 ;.:.:
质量管理体系策划

持续改进

4. 4 实施和运行 4. 4 实施和运行

:.，
产品实现

产品实现的策划

4. 4. 1 结构和职责 4. 4. 1 组织结构和职责 5

5.1

5. 5. 1

5. 5. 2

6

6.1

6. 2

6. 2. 1

6. 3

6. 4

管理职责

管理承诺

职责和权限

管理者代表

资源管理

资源的提供

人力资源

总则

基础设施

工作环境

能力、意识和培训4. 4. 2 培训、意识和能力 4. 4. 2 培训、意识和能力 6. 2. 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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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Gft/T 28001

协商和沟通

2001 Gli'T 24001  1996

4. 4. 3 一信息交流

4 一文件 4 一环境管理体系文件 }. f1. 2
2. 2

书
红匡画亘画二 4.5

运行控制 4. 4. 6

文件控制

运行控制

7. 2

7. 2. 1

7.2.2

3

3. 1

3.2

3.3

7. 3. 4

7.3.5

7. 3. 6

7. 3. 7

7. 4

7. 4. 1

7. 4. 2

7 4 3

7. 5

7. 5. l

7. 5. 2

).:.:

4. 应急准备和响应

检查和纠正措施

绩效测量和监视

4.4

4.5

4.亏

应急准备和响应

检查和纠正措施

监侧和测量

7.5.

8. 3

8

7 6

8. 1

8. 2

8、2

8.2

“{事故、事件、不符合、纠正和
    一预防措施

4. S. 2 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

8.2.4

8. 4

8. 3

:.:.

4. S-3   iL   iliZ  }3}4.1.4
4.6 I管理评甲

4.5.3 ‘2‘4

4. 5. 4

记录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

管理评审

S. z. z

a.6 5。6

(二B门 19(助上 2ovo

内部沟通

顾客沟通

文件要求

质量手册

文件控制

产品实现

产品实现的策划

与顾客有关的过程

与产品有关的要求的确定

与产品有关的要求的评审

设计和开发

设计和开发策划

设计和开发输人

设计和开发输出

设计和开发评审

设计和开发验证

设计和开发确认

设计和开发更改的控制

采购

采购过程

采购信息

采购产品的验证

生产和服务的提供
生产和服务的提供的控制

生产和服务的提供过程的

确认

标识和可追溯性

  顾客财产

  产品防护

  不合格品控制

  测量、分析和改进

  监视和测量装置的控制

  总则

  监视和测量

  顾客满意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产品的监视和侧徽

  数据分析

  不合格品控制

  纠正措施

  预防措施

一记录控制

一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

6 6

::

总则

评审输人

评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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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BS 8800中与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有

关的内容(BS 8800中附录D D. 3至D. 6 )的参考译文

B1 风险评价过程

al1 风险评价的基本步骤

    图B. I展示了风险评价的基本步骤。由于B. 2,B. 3和B.4将对这些步骤进行全面刚述，因此，下

而对这衅步骤仅作简要介绍:

工作活动分类

危险源辨识

风险确定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

                        图 B. 1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基本步骤

    a) 工作活动分类:编制工作活动表，其内容包括厂房、设备、人员和程序及其相关信息:

    b) 危险源辨识:识别与每项工作活动有关的所有危险源，并考虑谁会受到伤害以及如何受到

          伤害;

    () 风险确定:在假定计划的或现有的控制措施均已实施的情况下，对与各项危险源有关的风险作

        出主观评价。评价人员还宜考虑控制的有效性以及控制失败的后果;

    d)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判断计划的或现有的职业健康安全预防措施(若有的话)是否足以控制

        危险源并符合法规要求;

    闪 制定风险控制措施计划(如果有必要):制定计划以处理风险评价中发现的、需要重视的任何

        问题。组织宜确保新的或现有的控制措施的适当性和有效性;

    I) 评审措施计划的充分性:针对已修改的控制措施，重新进行风险评价，并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

B. 1. 2 风险评价的要求

    如果风险评价在实践中是有用的.则组织宜

    。) 指定组织的一名高级人员负责促进和管理该活动;

    b) ’j每个有关人员进行协商.讨论计划细节，并得到他们的建议和承诺;

    。) 确定拟执行风险评价的人员(小组)对于风险评价的培训需求，并制定适当的培训方案:

    d) 评审风险评价的充分性:确定风险评价是否适当和充分，即是否足够详细而严密;

    。) 将风险评价的管理详情和重要发现形成文件

      一般没有必要对风险进行精确的数值计算 复杂的定量风险评价方法通常仅在风险控制失效后可

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场合才需要。对于存在重大危险源的行业，由于工作场所不同，所需的风险评价的

方法也不相同，但在大多数组织中，较简单的主观评价方法更可取

    对于暴露在有毒物质和有害能量下的风险评价，可能需要进行有关的测量，例如测最大气粉尘浓度

和噪音'tai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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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风险评价的实践

B21 总则

    这里阐述r组织在策划风险评价时宜考虑的诸多因素。组织需注意参考有关的法规和指南，以确

保满足特定的法规要求。

    风险评价的过程宜涵盖所有的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较好的办法是对全部危险源进行综合评价，

而不是对健康危害、人工搬运和机械危害等进行单独评价。如果使用不同方法进行单独的评价，那么，

将很难排列风险控制措施的优先顺序。此外，单独评价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

    在开始着手风险评价时，需仔细考虑以下方面

    ;) 设计一个简单的风险评价的预定形式(见B.2.2);

    b) 工作活动分类的准则，以及每项工作活动所需的信息(见B.23和B.2.4);

    c) 危险源辨识和危险源分类的方法(见B.3.1)

    山 基于可靠信息确定风险的程序(见B.3.2);

    e) 用于描述所评价的风险水平的措辞(见表B. 1和表B.2);

    f)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的准则:计划的或现有的控制措施是否充分(见B.4.1);

    g) 实施补救措施(如果有必要)的时间表(见表B2);

    h) 首选的风险控制方法(见B.4.2);

    i) 评审措施计划的允分性准则(见B.4.3)0

B. 2.2 风险评价的形式

    ftt织宜设计一种能记录评价发现的简单形式，典型形式可包括:

    a) 工作活动:

    b) 危险源;

    c) 适当的控制措施;

    山 暴露于风险中的人员;

    e) 伤害的可能性;

    f) 伤害的严重程度;

    K)风险水平;

    h) 根据评价所采取的措施;

    ，) 有关管理的详情，例如 评价人员的姓名、日期等。

    组织宜建立其综合的风险评价的程序，并对程序进行测试和按程序持续评审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

B. 2. 3 工作活动分类

    制定工作活动表是风险评价的必要准备过程。在制定工作活动表时，宜以合理的和易管理的力式

将组织的所有工作活动进行分组，并搜集与工作活动有关的必要信息。但至关重要的是，既包括不常见

的维修任务，又包括日常的工作活动。工作活动分类的方式可包括:

    a) 组织厂房内(外)的地理位置;

    b) 生产过程或所提供服务的阶段:

    。) 计划的和被动性的工作;

    d) 确定的任务(例如:驾驶)。

B. 2. 4 工作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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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工作活动的相关信息可包括以下方面:

a) 正在执行的工作:工作期限和频次;

b) 执行工作的场所;

c) 谁通常(偶然)执行此项工作;

d) 受到此项工作影响的其他人员(例如:访问者、合同方人员、公众等);

e) 已接受此项工作的人员的培训;

f) 为此项工作所建立的书面的工作制度和(或)持证上岗程序;

9) 可能使用的装置和机械;

h) 可能使用的动力手工具;

t) 制造商或供应商关于装置、机械和动力手工具的操作和维护指令;

j) 可能要搬运的材料的尺寸、形状、表面特征和质量;

k) 材料需用手移动的距离和高度;

l) 所用的服务(例如:压缩空气);

m) _〔作期间所用到或所遇到的物质;

「飞) 所用到或所遇到的物理形态的物质(例如:烟气、气体、蒸汽、液体、粉尘、粉末、固体等);

〔) 与所用到的或所遇到的物质有关的危险源数据表的内容和建议;

p) 与所进行的工作、所使用的装置和机械、所用到的或所遇到的物质有关的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1) 被认为适当的控制措施;
r) 被动性的监视资料:从组织内(外)以往发生的、与当前所进行的工作、所用设备和物质有关的

    事件、事故和疾病的经历而获得的资料;

、) 与此项工作活动有关的任何现有评价的发现。

                                                  工作活动分类

B3 风险分析

B. 3

B. 3

危险源辨识

  总则

    用于危险源辨识的三个问题如下:

    a) 有伤害的来源吗?

    b) 谁(或什么)会受到伤害?

    c) 伤害如何发生?
    如果危险源所具有的潜在伤害可以明确忽略，则不宜形成文件或给予进一步的考虑。

B. 3. 1. 2 广义的危险源分类
    为有助于危险源辨识，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危险源进行分类。例如按专业分类，危险源可分为:

    a) 机械类;

    b) 电气类;

    c)辐射类;
    d) 物质类;

    e) 火灾和爆炸类。

B.3.1.3 危险源提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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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源提示表是危险源辨识的一种补充方法。提示表可包含以下问题:工作活动期间存在以下危

险源吗?

    a) 在平地上滑倒(跌倒);

    [)) 人员从高处坠落;

    c) 工具、材料等从高处坠落;

    d) 头顶以上空间不足;

    e) 用手举起/搬运工具、材料等有关的危险源;

    f) 与装配、试车、操作、维护、改型、修理和拆卸有关的装置、机械的危险源;

    g) 车辆危险源，包括场地运输和公路运输;

    h) 火灾和爆炸;

    ，) 对员工的暴力行为;

    1) 可吸人的物质;

    k) 可伤害眼睛的物质或试剂;

    1) 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吸收而造成伤害的物质;

    m) 可通过摄人(例如:通过口腔进人体内)而造成伤害的物质;

    n) 有害能量(例如:电、辐射、噪声、振动);

    0) 由于经常性的重复动作而造成的与工作有关的_L肢损伤;

    P) 不适的热环境，例如:过热;

    q) 照度;

    r) 易滑、不平坦的场地(地面);

    。) 不合适的楼梯护栏或扶手;

    t) 合同方人员的活动。

    上面所列并不全面。组织宜根据其工作活动和场所的特点建立适合本组织的危险源提示表。

B.3.2 风险确定

B. 3. 2. 1 总则

                                                工作活动分类

                                        {
                                                      危险源辨识

危险源的风险宜通过评价潜在伤害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而确定。

B. 3. 2. 2 伤害的严皿程度
工作活动信息(见B.2.4)是风险评价的关键输人。在确定潜在伤害的严重程度时，还宜考虑以下

力面:

      a)

    b)

      1)

可能受到影响的身体部位;

伤害的性质，从轻微伤害到严重伤害:

轻微伤害，例如:
一 表面损伤、轻微割伤和擦伤、粉尘对眼睛的刺激;

一 烦躁和刺激(如头痛)、导致暂时性不适的疾病;

伤害，例如:

一一划伤、烧伤

一 一耳聋、皮炎

、脑震荡、严重扭伤、轻微骨折;

、哮喘、与工作有关的上肢损伤、导致永久性轻微功能丧失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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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W伤害。例如:

              截肢、严重骨折、中毒、复合伤害、致命伤害;

            职业癌症、其他c7致寿命严重缩短的疾病、急性不治之症

13. 3. 2. 3 伤害的可能性

    在确定伤害发生的可能性时，组织宜考虑已实施的和已符合要求的控制措施的充分性。此时，山丁

法规要求和行为准则包含了规定的危险源控制措施.因而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除B. 2. 3所给定的丁

作活动信息外，组织还宜考虑以卜方面:

    1) 暴露人数;

    b) 暴露在危险源中的频次和持续时间;

    . 服务(例如:供电、供水)中断:

    d) 装置、机械部件和安全装置的失灵;

    。) 暴露于恶劣气候:

    f) 个体防护装备所提供的保护和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率:

    K) 小安全行为(无意识的错误或故意违反程序)，例如:

        1) 可能不知道哪是危险源;

        2) .J能不具备执行1作任务所需的知识、体能或技能;

        3) 低估r所暴露的风险;

        们 低估了安个I作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T:要的是，组织宜考虑发生意外事件的因果关系。

    通常，这些主观的风险评价宜考虑暴露于某一危险源中的所有人员 对于任何给定的危险源来说.

受影响的人数越多，其风险程度就越严重。但是，某此较大的风险可能仅与某个人所执行的临时任务有

关，例如:对提升设备不可进人部位的维护。

B4 风险评估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以及控制措施

B41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

风险确定

it赢-alv}f
    表I t. I给出了一种评价风险水平和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的简单方法 按照所评估的伤害的可能

性和严It程度，可以将风险分级。某些组织可能希望开发更完善的方法，但可将此方法作为一个合理的

起点。可使用数字代替“中度风险”.̀'I大风险”等措辞来描述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评价结果更精确

B.4.2 制定风险控制措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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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活动分类

    {
危险源辨识

    {
风险确定

  {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ii

    组织可依据如表B. 1所 ‘的风险分级

给出的措施计划只是一种探讨性研究方法，

平相称。

                                        表 B.1

，确定是否需要改进控制措施。以及行动的时间表 表B. 2

仅为了便于举例说明。表 B. 2表明，控制措施宜与风险水

简单的风险水平评估

可能性

} 严重程度

卜----- . 垢果， 一丁-- 一 __
} 轻微伤害 一 伤害 ! 严重伤害轻微伤害 伤害

极不可能 匕_ 可忽略的风险 可容许风险 中度风险

不可能 一一可容许风险— 中度风险 重大风阶

可能 中度风险 重大风险 不可容许风险

表B.2 墓于风险水平的简单措施计划

      风险水平

可忽略风险

措施和时间表

无须采取措施且不必保持文件记录

叮容许风险

中llt风险

乖人风险

不叮容许风险

    无须增加另外的控制措施。宜考虑成本效益更佳的解决方案或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改进

措施。需要监视以确保控制措施得以保持

    宜努力降低风险，但宜仔细测量和限定预防措施的成本。宜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实施风

险降低措施

    当中度风险的后果属于“严重伤害”时 则需要进 步的评价，以便更准确地确定伤害的

可能胜.从而确定是否需要改进控制措施

    对十尚未进行的工作 则不宜开始工作。直至风险降低为止。为了降低风险，可能必须配

置大敏的资源。对于正在进行的下作，则在继续毛作的同时宜采取应急措施

    不宜开始工作或继续工作，直至风险降低为止。如果即使投入无限的资源也不可能降低

风险，就必须禁止 1.作

    风险评价的结果宜为一个按优先顺序排列的控制措施清单，该清单包含了新设计的控制措施、拟保

持的控制措施或加以改进的控制措施

    选择控制措施时宜考虑以下方面:

    I) 如果可能，则完全消除危险源，例如用安全物质取代危险物质:

    h) 如果不可能消除，则努力降低风险，例如使用低压电器;

    。) 尽可能使7一作适宜于个体，例如考虑个体的心理和生理接受力;

    d) 利用技术进步改进控制;

    c) 措施用于保护侮个人;

    I) 将技术控制与程序控制结合起来:

    F;) 对诸如机械安个防护装置的维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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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所有其他可选择的控制措施均已考虑之后，作为最终手段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

i) 对应急方案的需求;

    户 主动性测量指标对于监视控制措施的控制程度是必要的(见附录C)

    还宜考虑建立应急计划，提供与组织的危险源有关的应急设备

B. 4. 3 评审措施计划的充分性

                                            工作活动分类

                                    {
                                                  危险源辨识

                              {

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

    {
制定风险控制措施计划

    措施计划宜在实施前予以评审.评审包含以下方面:

    a) 更改的控制措施是否使风险降至可容许水平;

    b) 是否产生了新的危险源;

    c) 是否已选定了成本效益最佳的解决方案;

    d) 受影响的人员如何评价更改的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e) 更改的预防措施是否会用于实际工作中，以及在面对诸如完成工作任务的压力等情况下是否

        将不被忽视。

B. 4.4 条件变化和措施更改

    宜将风险评价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为此，组织宜持续评审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必要时更改控

制措施。同样，如果条件发生变化，以至危险源和风险受到重大影响，则组织还宜对风险评价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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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BS 8800中的与绩效测f和监视有关的内容

(BS 8800中附录E E. 3. 2和E. 3.3)的参考译文

C1 主动性监视数据

主动性监视数据的实例包括:

a) 目标的制定数量和实现程度;

h) 全体员工对管理者的职业健康安全承诺的理解;

c) 是否指定了一名职业健康安全主管;

d) 是否指定了职业健康安全专家;

e) 职业健康安全专家的影响力;

f) 是否发布了一个安全方针;

9) 安全方针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沟通;

h) 职业健康安全培训人数;

) 职业健康安全培训效果;

j) 已完成的风险评价项目数占所需项目数的比例;

k) 风险控制措施的符合程度;

” 符合法规和其他要求的程度;

m) 高级管理者进行职业健康安全巡视的次数和效果

n) 员工有关职业健康安全改进建议的数量;

0) 员工对风险和风险控制的态度;

P) 员工对风险和风险控制的理解;

v) 职业健康安全审核的频次;

r) 实施职业健康安全审核建议的时间;

s) 职业健康安全委员会会议的频次和效果;

c) 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简报的频次和效果;

u) 职业健康安全专家报告;

v) 执行有关投诉或建议的措施的时间;

w) 健康监视报告;

x) 人员暴露抽样报告;

Y) 工作场所暴露水平(例如:噪声、尘、烟);

z) 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

C. 2 被动性监视资料

被动性监视资料包括:

a) 不安全行为;

b) 不安全条件;

c) 事件;

d) 仅造成损坏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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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值得报告的危险;

误 !_事故，即一人因事故伤害而至少损失一个工班L或其他时间期限):

损失工作口数超过三大的、值得报告的事故;

值得报告的重要伤害;

因病休工，即员工因疾病(职业病或非职业病)误1_;

投诉.例如公众投诉;

执法机构人员的批评:

执法机构的强制措施

即

川

口

户

k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