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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运营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铁运营单位新线建设、试运行期间和正常运行期间各专业岗位个体防护装备（即劳

动防护用品）配备的总体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及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本文件适用于地铁运营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626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890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T 3142 个体防护装备 护听器的通用技术条件

GB/T 3197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GB 6220 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GB/T 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 21148 足部防护 安全鞋

GB/T 23465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能评价

GB/T 28409 个体防护装备 足部防护鞋（靴）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

GB/T 30042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名词术语

GB 30864 呼吸防护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GB 32166.1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1部分：要求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41205.1 应急物资编码与属性描述 第1部分：个体防护装备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903、GB 39800.1、GB/T 3004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个体防护装备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劳动防护用品

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护品的总称。

注：引用GB 39800.1-2020，术语与定义2.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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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危害因素 occupational hazard factor

在职业活动中产生的可直接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因素。

注：引用GB 39800.1-2020，术语与定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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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664、GB/T 28409、GB/T 3142

执行。

4.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原则

4.1.1 地铁运营单位应在安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为可能接触危险有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符合

GB 2626、 GB 2890、GB/T 3197、GB 30864、GB 6220 、GB 21148、GB 32166.1、GB/T 3142、GB/T 23465

等标准要求和实际防护需求的个体防护装备。

4.1.2 地铁运营单位为作业人员配备的个体防护装备应与作业场所的环境状况、作业状况、存在的危

险有害因素、危害程度以及作业人员相适合，佩戴个体防护装备后不应导致其他额外的风险。

4.1.3 地铁运营单位为作业人员配备个体防护装备时，应在有效防护的基础上，兼顾舒适性，配备的

个体防护装备应符合 GB/T 23465 等标准的要求。

4.1.4 地铁运营单位作业人员需要同时配备多种个体防护装备时，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使

用的兼容性、功能替代性和必要性，确保配备个体防护装备防护的有效。

4.1.5 地铁运营单位应对其使用的劳务派遣工、临时聘用人员、接纳的实习生和允许进入作业地点的

其他外来人员进行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4.2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管理

4.2.1 基本要求

4.2.1.1 地铁运营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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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健全个体防护装备管理档案。

4.2.1.2 地铁运营单位应在入库前对个体防护装备进行进货验收，确定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当出现新

型个体防护装备时，可根据地铁运营单位自行开展实际测试，确实可以满足相关防护需要时，可以进行

采购；地铁运营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验。

4.2.1.3 在作业过程中发现存在其他危险有害因素，现有个体防护装备不能满足作业安全要求，需要

另外配备时，应立即停止相关作业，按照本部分的要求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后，方可继续作业。

4.2.2 判废和更换

4.2.2.1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地铁运营单位应给予判废和更换新品：

a) 个体防护装备经检验或检查被判定不合格；

b) 个体防护装备超过有效期；

c) 个体防护装备功能已失效；

d) 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判废或更换条件。

4.2.2.2 被判废或更换后的个体防护装备不得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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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培训和使用

4.2.3.1 地铁运营单位应制定培训计划和考核办法，并建立和保留培训和考核记录。

4.2.3.2 地铁运营单位按计划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至少应包括工作中存在的危害种类

和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防护要求，本单位采取的控制措施，以及个体防护装备的选择、防护效果、

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方法、检查办法等。

4.2.3.3 当有新员工入职、员工转岗、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发生变化、法律法规及标准发生变化等情况，

需要培训时地铁运营单位应及时进行培训。

4.2.3.4 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作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2.3.5 作业人员应熟练掌握个体防护装备正确佩戴和使用方法，地铁运营单位应监督作业人员个体

防护装备的使用情况。

4.2.3.6 在使用个体防护装备前，作业人员应对个体防护装备进行检查（如外观检查、适合性检查等），

确保个体防护装备能够正常使用。

4.2.3.7 地铁运营单位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有关内容和要求，指导并监督个体防护装备使用人员对在

用的个体防护装备进行正确的日常维护和使用前的检查，对必须由专人负责的，应指定受过培训的合格

人员负责日常检查和维护。

4.2.4.8 受检者在进行适合性检验前应接受培训，应告知佩戴者适合性检验中所采用的检验剂特性及

潜在的健康安全危险。

4.3 配备流程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应按图1所示流程执行。其中，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个体防护装备的

选择是整个配备流程的关键环节，具体规范要求分别见第5章和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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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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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地铁运营单位应结合地铁运营行业安全有害因素的特点，按照GB 39800.1中4.2的要求对其生产过

程中可能涉及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危害评估。地铁运营单位可根据表1所列的作业类别，或参考附录A

所列的工种进行危害因素的辨识，对所辨识的危害因素进行危害评估，以此为选择适用个体防护装备的

依据。

表.1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

成的事

故或伤

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1

吸入性气

相毒物作

业

接触常温、常压

下呈气体或蒸气

状态,经呼吸道

吸入能产生毒害

物质的作业,包

括刺激性气体和

窒息性气体

中毒、窒

息等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

吸器

HX-03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

气呼吸器

HX-04 自给闭路式氧气逃

生呼吸器

HX-05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

气呼吸器

HX-0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

具

HX-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

气逃生呼吸器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FZ-07 化学防护服

涉及氮氧化物、硫的化合物、氯及

其化合物、酯类、氨等刺激性气体

的场所；涉及氮气、一氧化碳、硫

化氢等窒息性气体的作业。工程车

抢修应急处置时会接触到CO、NO2等

有毒气体、污水泵房巡检时会接触

硫化氢等窒息性气体。

2
沾染性毒

物作业

接触能粘附于皮

肤、衣物上，经

皮肤吸收产生伤

害或对皮肤产生

毒害物质的作业

中毒等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

吸器

HX-03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

气呼吸器

HX-04 自给闭路式氧气逃

生呼吸器

HX-05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

气呼吸器

HX-06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

具

HX-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

气逃生呼吸器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在列车、空调机组检维修、道岔维

护保养、清洁工作时使用润滑油、

清洗剂等化学品物质时可能会产生

苯及其化合物等挥发性溶剂等有毒

物质；或在生产过程中设备、工艺

中可能接触到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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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03 防化学品手套

FZ-07 化学防护服

ZB-02 防化学品鞋

3
吸入性粉

尘作业

接触粉尘、烟、

雾等颗粒物，经

呼吸道吸入对人

体产生伤害的作

业

粉尘伤

害、中毒

等

HX-02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

吸器

HX-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

物呼吸器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QT 皮肤防护装备

空调滤网拆卸清洗、接触网维修、

SVG室除尘、焊接打磨切割、钢轨打

磨车、轨行区作业、车顶检查（受

电弓除尘清灰）、吹灰等产生大量

粉尘的作业。

4
有限空间

作业

在空气不流通的

场所中作业，包

括在缺氧即空气

中含氧浓度小于

19.5%和毒气、有

毒气溶胶超过标

准且不能及时排

出等场所中作业

中毒、窒

息等

TB-01 安全帽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03 缓冲器

ZL-04 缓降装置

ZL-05 连接器

ZL-06 水平生命线装置

ZL-07 速差自控器

ZL-08 自锁器

ZL-09 安全网

HX-01 长管呼吸器

HX-03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

气呼吸器

HX-05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

呼吸器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FZ-07 化学防护服

ZB-01 安全鞋

生产区域内封闭、半封闭的设施及

场所内的作业，如给排水巡检、进

入废水池、污水池清掏及检修、电

缆井检修、消防井与现房蓄水池检

维修等作业。

5
腐蚀性作

业

产生或使用腐蚀

性物质的作业

化学性

烧灼、中

毒等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HX-08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

物呼吸器

SF-03 防化学品手套

FZ-07 化学防护服

ZB-02 防化学品鞋

生产或使用硫酸、盐酸、硝酸、氢

氟酸、液体强碱、固体强碱、重铬

酸钾、高锰酸钾等的作业，如蓄电

池电解液添加作业。

6 噪声作业

存在有损听力、

有害健康或有其

他危害的声音，

且每天8h或每周

40h噪声暴露等

效声级大于或等

于80Db（A）的作

业

听力损

伤等

TL-01 耳塞

TL-02 耳罩

涉及列车运行、空调机组系统风机

运行、车底转向架检维修、切割打

磨作业、工程车检维修、除尘作业

（如SVG室除尘清灰、鼓风机除尘

等、道床捣固作业等存在噪声危害

的作业。

7 高温作业 在生产劳动过程 高 温 伤 夏季防暑用品 夏季室外高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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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工作地点

平均WBGT指数等

于或大于25℃的

作业

害

8 低温作业

工作地点平均气

温 等 于 或 低 于

5℃的作业；或接

触低温物体造成

伤害的作业

低温伤

害等

TB-01 9 安全帽

ZB-01 安全鞋

FZ-09 冷环境防护服

SF-02 防寒手套

冷水作业和北方冬季露天作业（室

外巡检、维修）等。

9 高处作业

在距离坠落高度

基 准 2m 及 2m 以

上，且有坠落风

险的场所作业

高处坠

落等

TB-01 安全帽

ZB-01 安全鞋

ZL-01 安全带

ZL-02 安全绳

ZL-03 缓冲器

ZL-04 缓降装置

ZL-05 连接器

ZL-06 水平生命线装置

ZL-07 速差自控器

ZL-08 自锁器

ZL-09 安全网

ZL-10 登杆脚扣

高空安装、在高处进行工艺操作。

检维修、货物堆砌等作业，如车顶

检查（空调、受电弓除尘清灰等）、

高处设备维修作业等需要登高作业

10

存在物体

坠落、撞击

的作业

物体坠落或横向

上可能有物体撞

击的作业

物体打

击、起重

伤害等

TB-01 安全帽

ZB-01 安全鞋

ZL-09 安全网

安装施工、起重、检修作业位的现

场，如进入轨行区作业、车站改造

等

11

有碎屑或

液体飞溅

的作业

可能有切削碎屑

或液体飞溅的作

业

物体打

击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FZ-03 职业用防雨服

FZ-07 化学防护服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线路探伤工打磨除尘，接触大量金

属粉尘。

12
接触锋利

器具作业

生产中使用的生

产工具或加工产

品易对操作者产

生割伤、刺伤等

伤害的作业

机械伤

害

TB-01 安全帽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设备操作维修工切割钢板、锯轨作

业或使用角磨机、接触网维修工制

作电缆等作业

13

地面存在

尖利器物

的作业

工作平面上可能

存在对工作者脚

部或腿部产生刺

伤伤害的作业

机械伤

害
ZB-01 安全鞋 轨道施工、检修现场作业

14 带电作业

工作人员接触带

电部分的作业，

或工作人员身体

的任一部分或使

触电、电

弧伤害

等

TB-01 安全帽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SF-01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

套

接触网检维修、电气设备或线路带

电作业、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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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工具、装置、

设备进入带电作

业区域内的作业

ZB-01 安全鞋

FZ-01 防电弧服

15
人工搬运

工作

通过人力搬运的

作业

物体打

击等

TB-01 安全帽

SF-08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ZB-01 安全鞋

需要人力抬、扛、推、搬移的作业

16 野外作业 野外露天作业

紫外伤

害、高低

温伤害

等

YM-04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ZB-01 安全鞋

FZ-03 职业用防雨服

FZ-09 冷环境防护服

SF-02 防寒手套

地面作业线路检查、维护等

6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6.1 地铁运营单位应根据辨识的作业场所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选择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6.2 地铁运营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应按照以下一种或两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a) 根据作业类别结合表1辨识的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并依据表1建议的适用个体防护装备，

结合个体防护装备的防护部位、防护功能、适用范围和防护装备对使用者的适合性，选择合适

的个体防护装备。

b) 参考附录B执行。对于附录A中未涵盖的工种，地铁运营单位应根据该工种作业特点，进行危害

因素的辨识和评估，并按GB 39800.1的要求，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6.3 地铁运营单位应按 GB/T 18664、GB/T 3142、GB/T 28409 等标准要求配备及管理个体防护装备。

6.4 地铁运营单位应考虑地域温度的差异，为作业人员配备适宜的头部防护、呼吸防护、防护服装、

手部防护和足部防护等个体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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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地铁运营单位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地铁运营单位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见表A.1。

表 A.1 地铁运营单位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典型工种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类别

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DL-0

1
客运 站务人员

DL-01-00

1
-

环境高低温（高架站）、

物体打击、异常情况下

进入轨行区作业：坠落

物、粉尘

DL-0

2
乘务

电客车司机
DL-02-00

1
- 噪声

信号楼值班员
DL-02-00

2
-

异常情况下进入轨行区

作业：坠落物、粉尘

DL-0

3
通号 通信工

DL-03-00

1
信号工

触电、高处坠落、作业

场地空气不良、粉尘、

噪声、物体打击、飞溅

物、环境高低温

DL-0

4
车辆

列车检修工
DL-04-00

1
运用工、定修工、大修工

坠落物、外形缺陷、粉

尘、触电、高处坠落、

噪声、物体打击、飞溅

物、外形缺陷、防护装

置、设施缺陷

设备操作维修

工（车辆）

DL-04-00

2
-

物体打击、撞击、高处

坠落、外形缺陷、粉尘、

紫外辐射、作业场地空

气不良、噪声

工程车检修工
DL-04-00

3
-

物体打击、作业场地空

气不良、粉尘、噪声、

高处坠落、飞溅物

工程车司机 DL-04-00 - 粉尘、噪声、环境高低



10

4 温

DL-0

5
机电

机电综合维修

工

DL-05-00

1
-

粉尘、物体打击、电伤

害、物体坠落、作业场

地空气不良、噪声、飞

溅物

DL-0

6
工电

接触网维修工
DL-06-00

1
-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外形缺陷、粉尘

变电检修工
DL-06-00

2
-

电伤害、飞溅物、外形

缺陷、粉尘、噪声、物

体坠落

结构房建工
DL-06-00

3
-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粉尘、飞溅物、噪声

线路工
DL-06-00

4
-

粉尘、噪声、机械性振

动、物体打击、环境高

低温

线路探伤工
DL-06-00

5
-

物体打击、防护设施、

装置缺陷、粉尘、电磁

辐射、环境高低温

设备操作维修

工（工电）

DL-06-00

6
-

粉尘、机械伤害、飞溅

物、防护装置、设备缺

陷、环境高低温

DL-0

7

线网管

控中心

线网管控中心

调度（NCC）

DL-07-00

1

地铁运行控制中心调度

（OCC）、各专业二级调度
-

制票工
DL-07-00

2
-

物体打击、噪声、飞溅

物

DL-0

8

物资中

心
库管员

DL-08-00

1
-

车辆伤害、腐蚀品、物

体打击

DL-0

9

通用工

种
非生产岗位

DL-09-00

1

各中心、部门管理人员、

职能、技术、辅助岗位

物体打击、外形缺陷、

坠落物、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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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地铁运营单位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地铁运营单位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具体配备说明见表B.1。

表 B.1 地铁运营单位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DL-01-001

安全帽

春夏秋

DL-01-001TB

普通型 24

冬（高

架站）
防寒 24

自吸过滤式防颗

粒物呼吸器
DL-01-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1-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1-001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1-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1-001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安全鞋

春夏秋

DL-01-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DL-02-001

工业用防撞帽 DL-02-001TB 普通型 24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2-001FZ 荧光衣 12

防护手套 DL-02-001SF 防静电 3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2-001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安全鞋 DL-02-001ZB 普通型 12

DL-02-002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2-002FZ 荧光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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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职业用防雨服 DL-02-001FZ - 24

防护手套 DL-02-002SF 防机械伤害 3

安全鞋
绝缘

DL-02-002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36

普通 保护足趾 12

DL-03-001

安全帽
春夏秋

DL-03-001TB
普通型 24

冬 防寒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3-001TB 轻质硬顶 24

防尘口罩 DL-03-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长管呼吸器 DL-03-001HX
隔绝有害气体与

缺氧环境
以废换新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3-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3-001FZ - 24

工作服

春秋

DL-03-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3-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3-001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防静电手环 DL-03-001SF 防静电 12

安全鞋

春夏秋

DL-03-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安全带 DL-03-001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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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4-001

安全帽 DL-04-001TB 普通型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4-001TB 轻质硬顶 24

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
DL-04-001HX

过滤有害气体和/

或颗粒物
以废换新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4-001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耳塞（耳罩） DL-04-001TL 防噪声
耳塞：3

耳罩：12

防尘口罩 DL 04-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4-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4-001FZ - 24

工作服

春秋

DL-04-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化学防护服 DL-04-001FZ 防尘 12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4-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防静电手环 DL-04-001SF 防静电 12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4-001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安全鞋 DL-04-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安全带 DL-04-001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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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DL-04-002

安全帽 DL-04-002TB 普通型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4-002TB 轻质硬顶 24

焊接眼护具 DL-04-002YM
包括焊接眼护具

和滤光片
12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4-002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
DL-04-002HX

滤有害气体和/或

颗粒物
以废换新

耳塞（耳罩） DL-04-002TL 防噪声
耳塞：3

耳罩：12

防尘口罩 DL-04-002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4-002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4-002FZ - 24

工作服

春秋

DL-04-002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焊接服 DL-04-002FZ
防熔融金属飞溅

及其热伤害
12

化学防护服 DL-04-002FZ 防尘 12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4-002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焊工防护手套 DL-04-002SF 阻燃隔热 12

安全鞋 DL-04-002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安全带 DL-04-002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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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4-003

安全帽 DL-04-003TB 普通型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4-003TB 轻质硬顶 24

自吸过滤式防毒

面具
DL-04-003HX

滤有害气体和/或

颗粒物
以废换新

防尘口罩 DL-04-003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耳塞（耳罩） DL-04-003TL 防噪声
耳塞：3

耳罩：12

防尘口罩 DL-04-003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4-003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4-003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4-003FZ - 24

化学防护服 DL-04-003FZ 防尘 12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4-003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安全鞋 DL-04-003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安全带 DL-04-003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4-004 安全帽 DL-04-004TB 普通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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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工业用防撞帽 DL-04-004TB 轻质硬顶 24

防尘口罩 DL-04-004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4-004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4-004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4-004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4-004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安全鞋 DL-04-004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DL-05-001

安全帽
春夏秋

DL-05-001TB
普通型 24

冬 防寒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5-001TB 轻质硬顶 24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5-001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耳塞（耳罩） DL-04-003TL 防噪声
耳塞：3

耳罩：12

防尘口罩 DL-05-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长管呼吸器 DL-05-001HX
隔绝有害气体与

缺氧环境
以废换新

工作服

春秋

DL-05-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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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5-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5-001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5-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防静电手环 DL-05-001SF 防静电 12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5-001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安全鞋

春夏秋

DL-05-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安全带 DL-05-001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6-001

安全帽
春夏秋

DL-06-001TB
普通型 24

冬 防寒 24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6-001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防尘口罩 DL-06-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6-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6-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6-001FZ - 24

化学防护服 DL-06-003FZ 防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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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6-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6-001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安全鞋

春夏秋

DL-06-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安全带 DL-06-001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6-002

安全帽
春夏秋

DL-06-002TB
普通型 24

冬 防寒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6-002TB 轻质硬顶 24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6-002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耳塞（耳罩） DL-06-002TL 防噪声
耳塞：3

耳罩：12

防尘口罩 DL-06-002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6-002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6-002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6-002FZ - 24

化学防护服 DL-06-002FZ 防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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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6-002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防静电手环 DL-05-002SF 防静电 12

带电作业用绝缘

手套
DL-06-002SF 电绝缘 定期检验

防热伤害手套 DL-06-002SF 耐高温 12

安全鞋

春夏秋

DL-06-002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安全带 DL-06-002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6-003

安全帽 DL-06-003TB 普通型 24

防尘口罩 DL-06-003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6-003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6-003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6-003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6-003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切割、

防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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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安全鞋 DL-06-003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安全带 DL-06-003ZL 防坠落

60（定期检查，建

议检查周期最长

不超过1年）

DL-06-004

安全帽
春夏秋

DL-06-004TB
普通型 24

冬 防寒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6-002TB 轻质硬顶 24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6-004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防尘口罩 DL-06-004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6-004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6-004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6-004FZ - 24

化学防护服 DL-06-004FZ 防尘 12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6-004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振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振、

防寒

3

安全鞋

春夏秋

DL-06-004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DL-06-005 安全帽
春夏秋

DL-06-005TB
普通型 24

冬 防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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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工业用防撞帽 DL-06-005TB 轻质硬顶 24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6-005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防尘口罩 DL-06-005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6-005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6-005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6-005FZ - 24

化学防护服 DL-06-005FZ 防尘 12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6-005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振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振、

防寒

3

安全鞋

春夏秋

DL-06-005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冬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防寒

24

DL-06-006

安全帽 DL-06-006TB 普通型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6-006TB 轻质硬顶 24

职业眼面部防护

具
DL-06-006YM 防异物伤害、防雾 36

防尘口罩 DL-06-006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6-006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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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6-006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6-006FZ - 24

化学防护服 DL-06-006FZ 防尘 12

焊接服 DL-06-006FZ
防熔融金属与热

伤害
据实申领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6-006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振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振、

防寒

3

安全鞋 DL-06-006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DL-07-001

安全帽 DL-07-001TB 普通型 24

防尘口罩 DL-07-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7-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7-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7-001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7-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安全鞋 DL-07-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
12

DL-07-002

安全帽 DL-07-002TB 普通型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7-002TB 轻质硬顶 24

耳塞（耳罩） DL-07-002TL 防噪声 耳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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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耳罩：12

防尘口罩 DL-07-002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7-002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职业用防雨服 DL-07-002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7-002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安全鞋 DL-07-002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DL-08-001

安全帽 DL-08-001TB 普通型 24

工业用防撞帽 DL-08-001TB 轻质硬顶 24

工作服

春秋

DL-08-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职业用防雨服 DL-08-001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8-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防静电手环 DL-08-001SF 防静电 12

安全鞋 DL-08-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防化学品鞋 DL-08-001ZB 防腐蚀或刺激 12

DL-09-001

安全帽 DL-09-001TB 普通型 24

防尘口罩 DL-09-001HX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明

显增加时更换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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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
建议最长更换期

限/月

料或口罩

工作服

春秋

DL-09-001FZ 防护、防静电

24

夏 12

冬 36

高可视性警示服 DL-09-001FZ 荧光衣 12

职业用防雨服 DL-09-001FZ - 24

防护手

套

春夏秋

DL-09-001SF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
3

冬
防机械伤害、耐

油、防滑、防寒
3

安全鞋 DL-09-001ZB
保护足趾、防刺

穿、防滑、绝缘
12

注1：本表所规定的的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非强制性要求，仅作为参考和示例，各地铁运营单

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充分辨识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的基础上，配备适宜的个体防护装备。

注2：个体防护装备的最长更换期限可根据产品说明书、产品有效期限、实际使用时间、工作强度、

磨损情况等适当缩短。

注3：最长更换周期的日期是从个体防护装备发放给作业人员（见个体防护装备的发放领用记录）开

始计算。

注4：具有季节性的个体防护装备的最长更换周期可根据各地气候条件的不同适当调整。

注5：长管呼吸器、安全带、自锁器等个体防护装备可为班组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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