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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T 192.2－2007 
 

前     言 

 
GBZ/T 192 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的特点，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 1 部分：总粉尘浓度 
——第 2 部分：呼吸性粉尘浓度 
——第 3 部分：粉尘分散度 
——第 4 部分：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第 5 部分：石棉纤维浓度 
本部分是 GBZ/T 192 的第 2 部分，是在 GB16225-1996《车间空气中呼吸性矽尘卫生标准》附录

A《呼吸性矽尘浓度测定方法》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主要修改如下： 
增加了呼吸性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的测定。 
本部分由全国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部分起草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武汉钢铁公司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

所、十堰市东风职业病防治所、武汉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分析仪器厂。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磊、刘占元、陈卫红、陈镜琼、李济超、易桂林、杨静波、梅勇、祁成、

彭开良、刘家发、叶丙杰。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6225-1996。 

 
 



GBZ/T 192.2－2007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2部分：呼吸性粉尘浓度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工作场所空气中呼吸性粉尘（简称呼尘）浓度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工作场所空气中呼吸性粉尘浓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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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 192.1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1部分：总粉尘浓度 

 
3  原理 

空气中粉尘通过采样器上的预分离器，分离出的呼吸性粉尘颗粒采集在已知质量的滤膜上，由

采样后的滤膜增量和采气量，计算出空气中呼吸性粉尘的浓度。 

 

4  仪器 

4.1  滤膜：过氯乙烯滤膜或其他测尘滤膜。 

4.2  呼吸性粉尘采样器：主要包括预分离器和采样器。 

4.2.1  预分离器：对粉尘粒子的分离性能应符合呼吸性粉尘采样器的要求，即采集的粉尘的空气动

力学直径应在 7.07μm以下，且直径为 5μm的粉尘粒子的采集率应为 50%。 

4.2.2  采样器：性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 GBZ/T 192.1 附录 A。需要防爆的工作场所应使用防爆型粉

尘采样器。流量计的量程和精度应满足采样器性能的要求。用于长时间采样时，连续运转时间应≥

8h。 
4.3  分析天平，感量 0.01mg。 

4.4  秒表或其他计时器。 

4.5  干燥器，内盛变色硅胶。 

4.6  镊子。 

4.7  除静电器。 
 

5  样品的采集 

5.1 滤膜的准备 
5.1.1  干燥：称量前，将滤膜置于干燥器内2h以上。 
5.1.2  称量：用镊子取下滤膜的衬纸，除去滤膜的静电；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在衬纸上和记录

表上记录滤膜的质量和编号；将滤膜和衬纸放入相应容器中备用，或将滤膜直接安装在采样夹上。 
5.1.3  安装：安装时，滤膜毛面应朝进气方向，滤膜放置应平整，不能有裂隙或褶皱。 
5.2 采样 

现场采样按照GBZ159，并参照GBZ/T 192.1附录B和C执行。 
5.2.1 定点采样：根据粉尘检测的目的和要求，可以采用短时间采样或长时间采样。 
5.2.1.1  短时间采样  

在采样点，将装好滤膜的呼吸性粉尘采样器，在呼吸带高度以固定流量采集15min空气样品。 
5.2.1.2  长时间采样 

在采样点，将装好滤膜的呼吸性粉尘采样器，在呼吸带高度以固定流量采集1~8h空气样品（由



采样现场的粉尘浓度和采样器的性能等确定）。 
5.2.2 个体采样 

将装好滤膜的呼吸性粉尘采样器，佩戴在采样对象的前胸上部，进气口尽量接近呼吸带，以固

定流量采集1~8h空气样品（由采样现场的粉尘浓度和采样器的性能等确定）。 
5.2.3 滤膜上总粉尘的增量（∆m）要求： 

无论定点采样或个体采样，要根据现场空气中粉尘的浓度、使用采样夹的大小和采样流量及采样

时间，估算滤膜上总粉尘的增量（∆m）。∆m不得小于0.1mg，不得大于5mg。 
采样前，要通过调节采样时间，防止滤膜上粉尘增量超过上述要求。采样过程中，若有过载可

能，应及时更换预分离器。 
 
6 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采样后，取出滤膜，将滤膜的接尘面朝里对折两次，置于清洁容器内。或将滤膜或滤膜夹取下，

放入原来的滤膜盒中。室温下运输和保存。携带运输过程中应防止粉尘脱落或二次污染。 
 
7 样品的称量 

 称量前，将采样后的滤膜置于干燥器内2h以上，除静电后，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 
 

8  浓度的计算    

8.1 按式（1）计算空气中呼吸性粉尘的浓度： 
         m2 － m1 

            C ＝ ―――――― × 1000 …… （1） 

                   Q × t 

式中：C － 空气中呼吸性粉尘的浓度，mg／m
3
； 

m2 － 采样后的滤膜质量，mg； 

m1 － 采样前的滤膜质量，mg； 

Q － 采样流量，L／min； 

t － 采样时间，min。 

8.2  空气中呼吸性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按GBZ159规定计算。 
 

9 注意事项 
9.1 本法为基本方法，如果用其他仪器或方法测定粉尘质量浓度时，必须以本法为基准。 
9.2 本法的 低检出浓度为 0.2mg／m3（以 0.01mg天平，采集 500L空气样品计）。 
9.3长时间采样和个体采样主要用于PC-TWA评价时采样。短时间采样主要用于超限倍数评价时采样；

也可在以下情况下，用于PC-TWA评价时采样：（1）工作日内，空气中粉尘浓度比较稳定，没有大

的浓度波动，可用短时间采样方法采集1个或数个样品；（2）工作日内，空气中粉尘浓度变化有一

定规律，即有几个浓度不同但稳定的时段时，可在不同浓度时段内，用短时间采样，并记录劳动者

在此浓度下接触的时间。 
9.4 采样前后，滤膜称量应使用同一台分析天平。 
9.5 测尘滤膜通常带有静电，影响称量的准确性，因此，应在每次称量前除去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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