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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适用范围

本专业审核指导书是依据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编制的，用于指导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审核人员对基础金属加工及机械设备制造行业实施审核。同时，适用于对专兼职审核人员进行

专业指导和培训。

2. 引用的标准、术语和定义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 要求》：GB/T 28001 以及标准引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行业标准以及行业标

准涉及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3. 主要危害危险因素及可信性评价方式

3.1 主要危害危险源

3.1.1 烟尘油雾:铸造(冲天炉)、时效处理、热处理及锻件加热中的烟尘、油雾；机械加工（车、铣、

刨、磨）滑润油在高温下挥发的油气、油雾等。

3.1.2 粉尘:铸造(型砂)和铸件清砂形成的粉尘,木模车间电刨、电锯、机加工车间砂轮引起的粉尘等。

3.1.3 毒物:喷涂（漆、有机溶剂）、铸造(冲炉)各种还原剂产生的多种有毒物质,包括一氧化碳；热处

理阶段包括盐炉、氰化物、焊接化学药剂等排出多种有毒气体。

3.1.4 高温：铸造冲天炉、锻件加热、热处理、时效处理的高温辐射及浇铸铁水溅出的高温伤害。

3.1.5 机械伤害：机械加工的各类伤害事故（包括皮带、主轴绞伤害，刀具切伤，搬件、吊件砸伤，铁

屑溅伤，电锯、电刨切割伤害，剪、切、冲、锻机床伤害，清砂飞溅伤害等。

3.1.6 电伤害：各类电源、电器设施引起的电伤害。

3.1.7 噪声：锻、冲及装配工序引起的噪声，铸造鼓风机、冲天炉、清砂风镐、风锤引起的噪声等。

3.1.8 幅射：高、中频炉、超声探伤引起的电磁、幅射，以及焊接强光对眼的灼伤等。

3.1.9 易燃易爆：化学品库包括喷涂的漆、有机溶剂等其他化学品的易燃易爆，油库及锅炉房、气泵房

的易燃易爆等。

3.1.10 腐蚀性物质：表面处理使用的酸、碱等腐蚀性物质。

3.2 危害危险源评价的可信性

3.2.1 用人单位是否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安全委员会”，并规定了相应的职责。

3.2.2“初始评审”报告及评审的原始资料，评审报告是否已与委员会及员工协商交流。

3.2.3 职业健康安全记录及原始档案,包括：

a） 与本部门行业相关的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对法律法规的评审和内外信息沟通修订的

有效性；

b） 职工各期的体检记录；

c） 有关工伤、疾病和事件的调查分析报告及相关记录；

d） 影响员工安全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暴露量、作业环境监测与员工健康监护的历史记录及分

析资料；

e） 主动与被动的测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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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收集汇总的类同行业类同工序及类同设备的事故、事件通报。

3.2.5 历次安全监察、检查记录和报告。

4. 相关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术（以下法律法规使用时以最新有效版本为准）

4.1 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2011-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0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1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0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08-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012-3-14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1-1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防疫法 200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2013-12-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2009-8-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正）(2001.10.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2008-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5-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3-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2012-10-26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09-5-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00-7-8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11-4-22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污染防治法 2000.4.2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1997-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2012-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011-7-1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1987.12.03)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8.09.01)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02.05.12)

国务院关于特别更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1989.03.29)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1.04.21)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2013-12-11 修正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200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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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2012-8-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012-9-1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定点生产管理办法(2002.11.15)

GB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2010-5-1

关于加强化学危险物品管理的通知(1999.12.29)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08-8-1

GB 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2002.07.01)

GB 18598-2001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2002.07.01)

GB18484-2001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2002-01-01

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管理规定(1995.11.08)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1990.01.18)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12.01)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 2005-9-1

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通知(1999.05.19)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2000.01.01)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2002.05.01)

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法(2002.05.01)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02.05.0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2010.08.0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7 2007.11.01)

关于印发《职业病目录》的通知（卫生部职业病目录卫法监发[2002]108 号 2002.04.18）

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1988.01.01)

职业病报告办法(1989.01.01)

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管理规定(1995.11.08)

UDC 658．382 GB6441—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1987.02.01)

GB6721—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1987.05.0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1991.05.01)

GB 3869-1997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1997

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2002.04.05)

建设项目（工程）职业安全卫生设施的技术措施验收办法(1992.01.13)

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管理办法 2011.5.24

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1995.08.22)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7.01.01)

厂内机动车辆安全管理规定(1995.04.07)

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规则(1993.05.01)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2003.06.01)

溶解乙炔气瓶安全监察规程(199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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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1996.07.01)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事故处理规定 2001-11-15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2003-6-1

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质量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1993.12.01)

超高压容器安全监察规程(1994.06.01)

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2000.10.01)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1990.04.10)

火灾事故调查规定 2009-5-1

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1995.01.8)

GB/T 4968-2008 火灾分类 2009-4-1

国务院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国发[1984]97 号)

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劳部发[1995]56 号）1995-10-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HG/T13861-92)1992-11-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1987-2-1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劳锅字[1990]8 号）

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建设部、劳动部、公安部令[1991]第 10 号）2011年 9月 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废止〈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和修改〈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

件的规定〉的决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0号）决定，废止《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 2007-6-1

GBT 16180-2006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2007-5-1

GB 11984—2009氯气安全规程 2009-12-1

关于“易燃”、“易爆”场所禁止穿戴化纤织物的通知 化工部 1984-4-3 化生司 18 号

关于光气、甲醛异酸酯剧毒化学品生产、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采取措施的报告

GB19041-2003 光气及光气化产品生产安全规程 2003-10-1

关于在化工企业中禁止吸烟的决定〔87〕化生字第 892号

关于加强化工企业安全工作的通知

高温作业分级（GB4200-84）2009-6-1

GB 190-19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10-5-1

GB13690-2009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2010-5-1

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B57-93）

剧毒物品品名表（GB58-93）

GB3095－199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6－199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08-10-1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2002-6-1

GB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1998-1-1

http://baike.baidu.com/view/981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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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84-200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2006-11-1

GB9078—l996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997-1-1

GB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1994-1-15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1997-1-1

GB18599－20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2002-7-1

GB18352-2001《轻型汽车排放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0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2001-1-1

GB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2008-7-1

4.2 主要职业安全卫生标志

1.GB2894-2008 安全标准 2009-10-01

3.GB8176-1997 冲压车间安全生产通则

4.GB13318-2003 锻造生产安全与环保通则 2004-5-1

5.GB13567-98 电火花加工机床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1999-9-1

6.GB17668-2010 电链锯使用安全规程 2011-7-1

7.GB10892-2005 固定空气压缩机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

8.GB6077-85 剪切机械安全规程 1986-5-1

10.GB17586-98 拉床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13.GB4674-2009 磨削机械安全规程 2009-12-1

14.GB7033-86 护指键式和护罩式木工平刨床安全技术条件

15.GB12265-90 机械防护安全距离

16.GB12266-90 机械加工设备一般安全要术 1990-2-10

17.GB12299-90 机械加工设备危险与有害因素分析 1990-12-1

18.GB8196-87 机械设备防护罩安全要术 1987-9-21

19.GBZ117-2002 工业 X 射线探伤卫生防护标准 2002-6-1

20.GB4053.2-93 固定式钢斜梯安全技术条件

21.GB4053.1-91 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

22.GB9448-1999 焊接与切割安全 2000-5-1

23.GB13887-2008 冷冲压安全规程 2009-10-1

24.GB13955-92 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 1993-5-1

26.GB6441-86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1987-2-1

28.GB6721-86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1987-5-1

29.GB/T15499-95 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 1995-10-1

30.GB3787-2006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 2006-6-1

31.GB3883(.1－.11)-93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共 11 部分)

32.GB6514-2008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2009-10-1

33.GB69(1-3)-87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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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GB12942-9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35.GB8959-2007 铸造防尘技术规范

5. 审核方法及要点

序

号

要

素

审 核 方 法 审 核 要 点

1

4.2

职业安全

健康方针

1.与最高管理者、

管理者代表及领

导层座谈;

2.与部门领导交

谈;

3.抽样提问不同

层次的员工;

4.对方针形成的

依据、内容及管理

进行详细审核；

5.方针定期进行

评审的内容、修订

和实施效果、适宜

性审核。

1. 方针形成的依据;

2. 方针制定过程中是否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委员会及员工协商和沟通，形成全员参与；

3. 方针是否体现了两个“承诺”；

4. 方针是否适合用人单位的职业安全健康风险的

性质和规模；

5. 方针是否由最高管理者主持制定并签字颁布，

形成文件；

6. 方针颁布如何体现传达到各层员工且可为相关

方所获取；

7. 方针是否和上级部门对职业安全健康的要求相

一致；

8. 方针是否体现在企业年度经营方针中；

9. 方针是否阐明整体职业安全健康目标和改进职

业安全健康绩效的承诺；

10. 方针实施中是否进行定期评审和修订并对此进

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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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3.1

危害

辨识、风

险评价和

风险控制

的确定

1.查阅危害辨识、

风险评价的相关

记录；

2.危险辨识、风险

评价的可信度；

3.是否规定了定

期或及时评审和

信息收集。

1.是否建立和保持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和实施必要

控制措施的程序；

2.程序应包括：

a) 常规和非常规的活动；

b) 所有进入作业场所人员的活动；

c) 所有作业场所内的设施。

3.用人单位所采用的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价方应符合

下述条件：

a)依据用人单位的范围、性质和时限进行确定，确

保方法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b)确定风险级别。级别确定中，是否考虑了本行业

特点；法律、法规及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当地职业安全

健康管理部门的特殊要术；是否考虑了三种时态、三种

状态、七种类型；是否考虑了初始危害识别、风险评价

调查报告；是否查阅和考虑了历史上事故事件发生的调

查分析资料；是否和“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及员工进

行了沟通；风险级别的调查和确定，是否是有关从事职

业安全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员或聘请的专家。

c)应与运行经验和所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的能力相适应；

d)应为确定设备要求，明确培训需

求和建立相应的运行控制，提供信息；

e )对控制活动过程中所需的监测提供信息以确保

实施有效性和及时性。

4.风险评价结果应形成文件；

4. 用人单位应定期或及时评审和更新危害辨识、

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信息,并对此项工作进行书面规

定。

5. 应提供风险因素及级别请单。

3

4.3.2

法律法规

和其他要

求

1.询问部门负责

人涉及本部门的

法律法规及程序

主要内容

2.查询遵循法律

法规的有关记录

及文件

1.有否获取识别、更新和遵守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

的程序；

2.有否适用的、充分的法律法规及共它要求清单；

3.对法律、法规的收集、控制、更新及将信息传递

给相关人员和其他相关方是否在文件中进行了规定并能

提供出相应的实施记录及文件；

4

4.3.3

目标和方

案

1. 查 阅 文

件

2.询问各层

次员工相关的目

标及制订和实施

情况。3.方案是否

和目标相关连;

1.是否制定文件化的职业安全健康目标；

2.目标是否针对内部相关职能和层次；

3.目标是否清晰,如可行,是否量化;

4.目标的重点是否放在持续改进员工的职业安全健

康防护措施上;

5.制订目标时,应考虑如下内容:

a)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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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询方案

实施效果;

5.查询方案

实施进度评审和

修订记录。

b) 自身的职业安全健康风险；

c) 可选技术方案；

d) 财务、运行和经营要求；

e) 相关方的观点

6.目标应符合职业安全健康方针,体现对持续改进

的承诺；

7.目标应为全体员工及相关方所了解。

9.是否有文件化的管理方案;

10.方案是否按目标制订,与危害、风险相关连；

11.方案是否规定了用人单位相关职能和层次的职

责、权限；

12.方案应明确实现目标的方法、资源和时间表；

13.方案实施进度中是否定期进行评审依据和人单

位活动、产品、服务或运行条件变化，对方案进行修订。

6

4.4.1

资源、作

用、职责、

责任和权

限

1.查看、询问

用人单位各部门、

各层次管理人员

在体系中的职责；

2.与领导层

座谈并查询在体

系中的职责及实

施情况，特别要针

对总经理和管理

者代表；

3.查询员工

履行职责的情况,

特别是职业安全

健康管理委员会

及风险作业人员

的职责。

1.用人单位是否以文件的形式，确定和颁布领导层、

中层干部及各层次管理人员、员工在体系运行中的职责、

权限。

2.最高管理者是否明确应承担职业安全健康的最终

责任，在此项活动中起领导作用。负责制订颁布方针，

任命管理都代表并授权，确定领导层及各部门负责人的

职责、权限。为体系运行提供充分而适宜的资源，进行

管理评审；

3.管理者代表在体系中的职责、权限，如何在体系

运行中做好本职工作；

4.其他领导层及中层干部是否明确和理解最高管理

者授与的职责、权限；

5.各层次管理人员和员工特别是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委员会及具有风险的作业岗位，是否明确和理解本岗位

在体系中的职责、权限。

7
4.4.6

运行控制

1.查询文件，

建立的程序文件

是否控制住已识

别的风险；

2.运行程序

是否适宜于体系

的运行和风险控

制；

3.查询对分

承包方采购的货

物、设备和服务中

已标识的风险所

制订的相关管理

1.是否对重大风险建立并保持有效的运行程序，包

括可能导致偏离职业安全健康方针、目标的运行情况；

1. 在程序中是否规定了运行标准；

3.对于供方和分承包方购买和使用的货物、设备和

服务中已标识的风险，是否制定并保持了管理程序；

4.是否将上述有关程序通报供方或分承包方;

5.方针、目标、管理方案、运行控制程序是否相互

关连，使之控制和预防风险；

6.现场查询：重要风险岗位是否有相关的程序文件

或作业指导书进行控制运行；作业者是否按程序（或作

业文件）执行操作；是否留下有关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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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8

4.4.7

应急准备

和响应

1.查用人单

位有哪些潜在事

件和紧急情况；

2.其程序文

件是否覆盖上述

情况；

3.预案是否

演练和评审、修

订，包括情况发生

后对程序的评价

和修订。

1.用人单位是否确定了潜在的事件或紧急情况；

2.依据上述情况是否制订了相关的紧急预案与响应

程序，其内容符合下述要求：

a)应与用人单位的规模和活动的性质相适应；

b)保证在作业场所发生紧急情况时，能提供必要

的信息、内部交流和协作以保护员工安全健康；

c)通知并与有关当局、近邻和应急响应部门建立

联系。

3.是否在程序中规定了预案定期检验(演练)以评价

和修订预案程序,确保实际效果;

4.当事故或紧急状态发生后,是否对程序进行评价

和修订,确保实施效果。

9

4.5.1

绩效测量

和监测

1.查询文件、

程序文件是否覆

盖了用人单位的

职业安全健康绩

效进行监测测量

的内容;

2.程序是否

对监测测量设备

规定了校准和维

护活动的要求;

3.查记录是

否完善,是否能证

实与法律法规要

求相符

1.查询文件和记录,建立的程序是否满足以下要求：

a)适用于用人单位所需的定性和定量测量；

b)对用人单位的职业安全健康目标实现程度的监

测；

c)主动测量，监测对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方案、运

行标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符合情况；

d)被动测量，监测事故、事件和其它不良的职业

安全健康绩效的历史证据；

e)监测测量目标和数据的设定，是否把方针、目

标、管理方案、运行程序作为依据，内容相关连；

f)监测测量记录是否真实、完善，以备提供实施

纠正和预防措施的依据。

2.对监测和测量设备的校准和维护保养是否在程序

中做了规定,并留下相应的校准和维护保养记录;

3.是外委监测测量或校准,应提供测量或校准单位

的有效资质证明;

4.现场应查询的记录:

监测测量记录:是否按预订时间和频次进行监测,记

录是否完善。

校准维护保养的记录：监测测量设备台帐，设备的

校准记录证明，维护保养巡视记录，校准标识。

10
4.5.2 合

规性评价

是否建立了

程序，是否识别了

法律法规及其他

要求。

查是否定期评价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遵守情况并

保存记录，同时也强调合规性评价频次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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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5.3 事

件调查、

不符合、

纠正措施

和预防措

施

是否建立了

程序，是否规定了

对事故、事件调查

分析的原则，采取

纠正/预防措施的

职责、权限？

﹡程序是否规定了对相关方投诉应采取纠正措施？

﹡通过查测量和监测反映出的不符合（含事故、事

件），追踪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并现场验证其实施效

果？

﹡了解针对改善员工的职业安全健康绩效，采取的

预防措施及效果？

﹡查针对纠正/预防措施引起的文件更改情况？

﹡若有事故发生，查事故调查报告？处理报告？

12
4.5.4

内部审核

1.用人单位

是否建立文件化

的审核程序;

2.是否按程

序要求进行审核,

并留下相关记录,

查询审核的效果。

1.程序是否规定了审核范围、频次、审核计划、方

法、步骤、检查表的要求，以及报告审核结果的职责要

求、审核人员要求；

2.当发生事故、事件，涉及内外环境条件变化而引

起风险因素变化，相关方抱怨投诉等情况下，是否规定

了追加审核的要求；

3.审阅审核实施记录：在管理评审前的所有审核是

否已覆盖体系的所有范围及全部要素和管理要求、重大

风险、目标、以及相关管理活动。是否包括对前次审核

整改结果的进一步验证；

4.审核记录是否与开具的不符合报告相对应，不符

合报告中的不符合事实描述是否清晰,结论是否正确,整

改方案是否及时、合理有效，纠正结果是否经过验证，

预防措施是否有效；

5.审核是否按程序、计划进行，资源配置是否充份；

6.管理者代表是否了解审核过程、结论和审阅审核

报告，报最高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