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 

等级和标准的暂行规定 （国家教委教育技术装备局） 1988 年 2月 25 日＜1988＞教备局字 008 号文公布 实行营养保健只是一项保护性辅助措施，根本的办法应在设备、工艺、防护上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减少或避免职业危害。 

一一一一、、、、范围和等级范围和等级范围和等级范围和等级        营养保健应发给有显著职业毒害、可能引起职业病和职业中毒并对营养有特殊需要的工种，其范围大致包括接触放射线类工作和接触化学、生物类有毒有害物质及物理致害因素类工作两大类。凡符合享受营养保健的工种，应视有毒有害物质的数量、毒性大小、接触时间长短和损害健康的程序等，严格划分等级，分别给予不同级别的营养保健。具体规定如下： （一）接触放射线类工作        接触放射线类工作，营养保健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级，考虑到少数院校设有反应堆、加速器、强辐射室、核化工后处理或大型核化工装置以及进行放射性物质的生产等，工作人员实际所受剂量较高，故另设特级和特副级；又考虑到部分院校的实际情况还特设丁级。具体范围和标准如下： 特    级  1．从事放射性核素最大等效日操作量在 1.85＊109 贝可（50毫居里）以上的工种。 2．从事反应堆的生产运行及检修工种。 3．月累积剂量当量达 2~4 毫西沃（200~400 毫雷姆）的工种。   特 副 级  1．从事放射性核素最大等效日操作量在 9.25＊107 贝可（25毫居里）以上的工种。 2．从事同位素中子源或中子发生器，发射率在 108 中子／秒以上的工种。 3．零功率反应堆的操纵人员。 4．用加速器进行同位素生产运行或使用氚靶出中子束流的工种。 5．月累积剂量当量达 1.5~2 毫西沃（150~200 毫雷姆）的工种。   甲    级  1．从事放射性核素最大等效日操作量在 3.7＊106 贝可（100 微居里）以上的工种。 2．固定式 Y辐射源，活度在 3.7＊1012 贝可（100 居里）以上的专职操作人员。 3．从事同位素中子源或中子发生器，发射率在 105 中子／秒以上的工种。 4．零功率反应堆的控制人员。 



5．加速器的实验运行人员。 6．月累积剂量当量达 0.8~1.5 毫西沃（80~150 毫雷姆）的工种。   乙    级  1．从事放射性核素最大等效日操作量在 1.85＊105 贝可（5毫居里）以上的工种。 2．从事固定式 Y辐射源，活度在 3.7＊1011 贝可（10 居里）以上的专职操作人员。 3．从事同位素中子源或中子发生器，发射率在 105 中子／秒以下的工种。 4．从事 X衍射研究工作的直接上机者。 5．月累积剂量当量达 0.3~0.8 毫西沃（30~80 毫雷姆）的工种。   丙    级    1．从事放射性核素最大等效日操作量在 1.85＊105 贝可（5毫居里）以下的工种。 2．固定式 Y辐射源，活度在 3.7＊1011 贝可（10居里）以下的专职操作人员。 3．从事 X光探伤及荧光分析工作的专职人员。 4．月累积剂量当量在 0.3 毫西沃（30 毫雷姆）以下的工种。   丁    级    不直接操作放射性物质，但需经常在放射性场所工作的其他人员。 为便于确定接触放射线类工作的营养保健级别，现将上述各级归纳列成表（见附件一）（二）接触化学、生物类有毒有害物质和物理致害因素类工作  这类营养保健分为甲、乙、丙、丁四级，具体范围和标准如下:   甲    级    1．长期从事黄曲霉素 B1.亚硝胺和 3－4苯并芘等强癌物质的研究、监测工作或在实验中经常使用上述物质者。 2．长期从事有机合成、高分子合成和金属有机化合物合成等研究、生产工作，在实验或工艺中经常使用多种剧毒、高毒化学药品或大量使用多种中毒化学药品，并接触上述物质的有毒气体或粉尘。 3．经常吹制或修理含汞、铅、稀有元素或其它有毒物质的玻璃仪器的专职玻璃工和石英玻璃仪器专职吹制工。 4．从事鼠疫、天花、霍乱及副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菌和病毒的研究实验工作或病理解剖工作。   乙    级    1．从事 4－氨基联苯、联苯胺及其盐类等一般致癌物质的研究、监测工作或实验及其它工作中经常使用接触上述物质者。 2．从事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的实验课教学工作，使用剧毒、高毒化学药品并在工作中接触上述物质的有毒气体或粉尘者。 3．长期从事生物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含崔化化学及胶体化学）等的研究工作，在实验中主要使用接触高毒以上化学药品者。 



4．长期从事核磁、发射光谱等研究或测试工作，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接触有毒物质者。 5．校级化学药品库剧毒化学药品和化工原料的保管、分装和发放工作者。 6．长期从事砷、汞、铅、锰、铍、镉、硒、氰、磷及其化合物等剧毒物质的分析工作，经常接触上述物质的有毒气体或粉尘，包括专职化铅、铸字、浇版工。 7．在工作中接触有毒气体的专职喷漆工和发生炉煤气生产工。 8．从事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和致病菌种、病毒的分类、鉴定及培养保藏工作。 9．研制调试有毒染料介质激光器或平均功率大于 50瓦的大功率激光器的工作人员。 10．专职从事电镜维护、操作、曝光及蒸发和电子束焊接（离子束）、等离子切割、氩弧焊的工作人员。   丙    级    1．从事生物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含催化化学及胶体化学）等的研究和实验课教学工作，经常使用接触中、低毒化学药品者。 2．从事质谱、吸收光谱、色谱的元素分析等方面的实验工作，经常使用接触有毒化学药品者。 3．校级化学药品库高毒以下，系级专职从事剧毒以下化学药品、化工原料的保管、分装及发放者。 4．专职静电复印工和暗室洗相（含彩色洗相和印刷业中的照相制版）在工作中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者。 5．从事动植物组织切片工作（不含取材、固定、包埋、切片、显微镜观察和照相等）、在制片染色过程中接触甲苯等有毒物质，或在电镜制片过程中接触锇酸等有毒物质者。 6．从事动物生理学实验、动物解剖学研究和标本制作、植物和昆虫标本制作保管，在工作中接触开放性汞、升汞、甲醛和砒霜等有毒化学药品者。 7． 恶性肿瘤或其它有毒有害物质试验的实验动物饲养工。 8．平均功率小于 50瓦的激光器的研制、调试工作人员。 9．在研制、调试、使用微波设备的工作过程中，其操作位和经常观察点上的微波功率密度一日八小时连续辐射时大于 38 微瓦／平方厘米，或短时间间断辐射及一天辐射八小时以上日剂量超过 300 微瓦时／平方厘米的工作人员。 10．由于防护屏蔽条件的限制，经常暴露在电场强度大于 50伏／米，或磁场强度大于 5安／米的高频辐射（100千周至 30兆周）下工作的人员。 11．长期在大于 90 分贝（dB）的噪声条件下工作（脉冲声频除外）的人员。 12．经常在 30℃以上而热辐射强度达每分钟每平方厘米 3卡以上的条件下工作的工种。如玻璃仪器吹制工、热处理及锻工铸工等。 13．接触矽尘作业的工种包括岩石标本的切割、磨片；石英喷砂；翻砂；水泥粉尘作业和专职砂轮切割及工具磨工等。   丁    级    



1．经常接触用升汞、砒霜等有毒物质消毒处理过的动植物标本，从事分类鉴定工作。 2．校印刷厂直接接触冷铅的检字工、排字工。 3．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的维修工。 
二二二二、、、、享受保健的标准享受保健的标准享受保健的标准享受保健的标准        1．从事放射线类工作人员按月享受营养保健：凡实际参加放射性工作每月在 80 小时以上者，可享受全月保健；80 小时以下只能享受半月保健待遇；凡有剂量监测时可按月累积剂量当量值确定保健待遇。从事非放射线类有害工种者，按实际接触天数享受保健待遇：全月接触 21 天以上者可享受批准级别的 100%；14~20 天享受 75%；7~13 天享受 50%；少于 7天者可以跨月累积，二个月累积的天数，达 7天以上者享受 50%。 2．在有害健康的环境中每天工作超过四小时算一天，三至四小时算半天，但同一天内超过八小时仍算一天。以日计算时达到 25 天为满月，每日享受金额为享受级别满金额的 1／25。 3．实习、进修和协作人员的营养保健凭接受单位证明，由派出单位审核发放。 4．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实验或论文实验，在工作中接触有害健康物质连续工作超过三个月时，可按相应标准享受营养保健。考虑到一般学校的大学生，连续接触的时间和剂量可能低于上述规定的标准，因此，原则上不予享受，如遇特别情况可参照本规定，经校主管部门审批酌情发放营养保健。 5．在应急照射的情况下（一次或几次），所受剂量当量在 10~20 毫西沃（1~2 雷姆）时，可享受特级保健待遇半年；所受剂量当量在 20~50 毫西沃（2~5 雷姆）时，可享受特级保健一年。 6．对进入有毒有害或有放射性的实验室等场所进行安装、维修等工作的人员应享受与该实验场所工作人员同等保健待遇，按实际接触天数折算。 7．病假、事假、探亲假、离职学习和非有害工种出差时，应按实际天数扣除保健待遇。 8．同时从事两种以上可享受营养保健的工作时，只准享受其中之一种。 9．凡连续从事丙级或丙级以上的放射性工作一年以上而调作非放射性地，可按原级延发三个月保健。第二次享受这种待遇时，两次之间间隔必须要连续从事放射性工作一年以上，并且第一次延发的时间不得计入放射性工作时间。 10．连续二年从事放射性工作享受特级和特副级者，每二年给一个月疗养；享受甲级者给半个月疗养，疗养期间保健照发。 11．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经卫生部门指定的医院诊断为放射病者（或不排除放射病），在病休期间可享受特级保健；被诊断为放射损伤者（或不排除放射损伤），或长期从事放射性工作被诊断为不宜继续从事放射性工作者，可根据剂量资料并听取医院及劳资部门意见



后，确定其保健等级和享受期限。从事非放射性有害工种经专门医院诊断确因职业中毒而住院，在住院期间可享受原级保健待遇，出院后可视病情和诊断酌情处理。 12．营养保健，在有条件的单位应发放实物，即将保健食品加工成熟食，按日发给工作人员食用，若无条件则可按表一所列实物数量（单位：市斤／月），根据当地牌价折成现金按月发放。 表一    各级保健食品数量                                 计量单位：斤 类别 级别 鲜牛奶 鲜猪肉 食油 鸡蛋 绵白糖  放射线类 特 30 8 1.5 2 1.5 特副 30 5 1.5 1 1.5 甲 15 5 1 1 1 乙 15 3 1 1 0.5 丙 15 1 0.5 1 0.5 丁 ／ 1.5 0.5 1 0.5 化学生物及物 理致害因素类 甲 ／ 5 1 1.5 1 乙 ／ 4 1 1 1 丙 ／ 3 0.5 1 0.5 丁 ／ 1.5 0.5 1 0.5    附件：一、放射线类工作营养保健等级       二、化学药品、试剂毒性分类参考举例       三、放射性核素的毒性分组（略）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放射性类工作营养保健等级    放射性工作内容 特 特副 甲 乙  丙  开放型操作 
极毒组 ≥5 毫居 5 毫居~0.25毫居 0.25 毫居~10 微居 10 微居~0.5微居 <0.5 微居 高毒组 ≥50 毫居 50 毫居~2.5毫居 2.5 毫居~0.1 毫居 0.1 毫居~5微居 <5 微居 中毒组 ≥0.5 毫居 0.5 居里~25毫居 25毫居~1毫居 1毫居~50微居 <50 微居 低毒组 ≥5 居里 5 居里~0.25居里 0.25 居里~10 毫居 10 毫居~0.5毫居 <0.5 毫居 

 封闭型操作 
α源     α源 β源    ≥1 毫居 ＜1毫居 携带式γ源   ≥50毫居里 ≥1毫居 ＜1毫居 固定式γ源   ≥100居里 ≥10居里 ＜10居里 镭源   ≥10 毫居里 ＜10毫居里  同位素中子源  ≥108中子/秒 ≥105中子／秒 ＜105中子／秒  镭―铍中子源  ≥107中子/秒 ≥104中子／秒 ＜104中子／秒  中子发生器 ≥1011中子/秒 ≥108中子/秒 ≥105中子／秒 ＜105中子／秒  反应堆 生产运行及检修 零功率堆物理员、大厅员 零功率堆控制人员   加速器  氚靶出中子束、生产运行 实验运行   Х光机    衍射 探伤、荧光分析 月累积剂量当量 (毫雷姆) 200~400 150~200 80~150 30~80 <30 放射性物质生产 生产单位可根据产品种类、毒性、数量及生产条件制定实施细则。考虑到目前生产条件相对说来要比教学及科研条件差，可参照上述标准，适当提高保健等级。 表中各单位的 SI单位换算为 1居里＝3.7×1010贝可；1毫姆＝10－2毫西沃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化学药品、试剂毒性分类参考举例 致癌物质致癌物质致癌物质致癌物质        黄曲霉素 B1、亚硝胺、3－4苯并芘等（以上为强致癌物质）；2－乙酰氨基芴、4－氨基联苯、联苯胺及其盐类、3.3－二氯联苯胺、4－二甲基氨基偶氮苯、1－萘胺、2－萘胺、4－硝基联苯、N－亚硝基二甲胺、β－丙内脂、4，4－甲叉（双）－2－氯苯胺、乙撑亚胺、氯甲甲醚、二硝基萘、羧基镍、氯乙烯、同苯二酚、二氯甲醚等。   



剧剧剧剧                毒毒毒毒        六氯苯、羧基铁、氰化钠、氢氟酸、氢氰酸、氯化氰、氯化汞、砷酸汞、汞蒸气、砷化氢、光气、氟光气、磷化氢、三氧化二砷、有机砷化物、有机磷化物、有机氟化物、有机硼化物、铍及其化合物、丙烯腈、乙腈等。   高高高高                毒毒毒毒        氟化钠、对二氯苯、甲基丙烯腈、丙酮氰醇、二氯乙烷、三氯乙烷、偶氮二异丁腈、黄磷、三录氧磷、五氯化磷、三氯化磷、五氧化二磷、三氯甲烷、溴甲烷、二乙烯酮、氧化亚氮、铊化合物、四乙基铅、四乙基锡、三氯化锑、溴水、氯气、五氧化二钒、二氧化锰、二氯硅烷、三氯甲硅烷、苯胺、硫化氢、硼烷、氯化氢、氟乙酸、丙烯醛、乙烯酮、氟乙酰胺、碘乙酸乙酯、溴乙酸、乙酯、氯乙酸乙酯、有机氰化物、芳香胺、迭氮钠砷化钠等。   中中中中                毒毒毒毒       苯、四氯化碳、三氯硝基甲烷、乙烯吡啶、三硝基甲苯、五氯酚钠、硫酸、砷化镓、丙烯酰胺、环氧乙烷、环氧氯丙烷、烯丙醇、二氯丙醇、糖醛、三氟化硼、四氯化硅、硫酸镉、氯化镉、硝酸、甲醛、甲醇、胼（联氨）、二硫化碳、甲苯、二甲苯、一氧化碳、一氧化氮等。   低低低低                毒毒毒毒            三氯化铝、钼酸胺、间苯二胺、正丁醇、叔丁醇、乙二醇、丙烯酸、甲基丙烯酸、顺丁烯二酸酐、二甲基甲酰胺、己内酰胺、亚铁氰化钾、铁氰化钾、氨及氢氧化胺、四氯化锡、氯化锗、对氯苯氨、硝基苯、三硝基甲苯、对硝基氯苯、二苯甲烷  、苯乙烯、二乙烯苯、邻苯二甲酸、四氢呋喃、吡啶、三苯基磷、烷基铝、苯酚、三硝基酚、对苯二酚、异戊二烯、氢氧化钾、盐酸、氯磺甲、乙醚、丙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