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技术规程”）

规定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与防护性能评估的关键技术指

标及其检测方法，提出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与防护性能评

估的标准要求。本技术规程为规范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提

高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防护性能评估水平，确保作业场所达到标

准要求，保护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劳动者职业健康提供指导。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及协作单位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达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

的编制任务（安监总政法〔2014〕39 号）。该标准由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负

责起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苏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苏州天和家具有限公司参与起草，由全国安全生产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2、 编制的必要性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家具出口国，占世界家具市场份额的 16.2%；家具制造业

是我国主要产业之一，仅木质家具制造企业全国约有 3.54 万家，从业人员 160.63

万人。当前家具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家具制造业的安全发展、健

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家具制造业职业危害形势严峻，接触职业危害人数众多达 97.23 万人，

其中接触化学毒物 31.37 万人，接触粉尘与噪声 65.86 万人。2010 年国家安监总

局对全国 10 个省（区）的 85 家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情况进行了调研，

根据《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检测与职业健康现状调研报告》

（ZW-XT-2013-002）结果可知：木质家具制造企业喷漆工序化学毒物种类多，

且超标严重，特别是苯、甲醛、苯胺和二异氰酸甲苯酯等 4 种高毒物质超标更为



 

严重，这些高毒物质对人体危害极大，通过呼吸道、皮肤等进入体内，对神经系

统、呼吸系统、造血系统等造成严重损害，引起中毒甚至死亡。导致家具制造业

手动喷漆房毒物危害问题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在于：包括约 90%家具制造企业采

用手动喷漆工艺，部分企业未设置独立喷漆房，多数企业手动喷漆房仅设轴流风

机或采用水幕捕集喷雾，其手动喷漆房毒物危害防护技术不能有效满足防护需

要，导致喷漆房内漆雾弥漫，毒物浓度超标严重；加之，大多数中小企业喷漆工

人缺乏危害防护意识，有些职工不佩戴任何有效的防护用品进行喷漆作业。由于

手动喷漆等作业场所毒物浓度超标严重，不能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关键是在喷漆环节设置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但目前我国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防毒通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而现行的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涂装作业安全规

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6514-2008）、《喷漆室》（JB-T10413-2005）、

《家具制造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AQ 4211-2010）等技术标准仅对手动喷漆房

的气流组织、控制风速等进行了部分规定，标准之间存在差异和不同，且对于具

体的气流组织形式、吹吸流量比、捕捉面位置及其风速等关键技术参数要求也尚

未明确提出。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

规程》，为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毒物危害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和参考，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监管和行政许可提供科学依据。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第一阶段：根据《关于申报 2014 年安全生产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政法函

〔2013〕50 号），进行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标准

的申报。 

第二阶段：开展广泛文献调研和现场调查，掌握了我国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

房目前职业病危害及其通风排毒现状和不足，以及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家具制造

业防尘防毒喷漆室通风排毒相关规范等目前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主要技术标准

和相关要求的情况，并广泛征求《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

的制定意见。 

第三阶段：整理分析调研资料及各方面反馈意见，初步确定具体的内容及篇



 

章设计，成立《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编写组，形成《家

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制定实施方案。 

第四阶段：根据实施方案分配具体工作；对标准关键技术参数进行现场实验，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验证关键技术参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整理集中各章节

内容，根据《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制定要求，综合形

成初稿；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对初稿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第五阶段：以函调和专家咨询等形式，征询企业、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专家

和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的意见，修改完善《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

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形成送审稿；通过组织专家评审会的方式对送审稿进行审

查，并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技术规程进行修改，形成技术规程的报批稿。 

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陈建武、刘宝龙、冀 芳、王 竟、冯寿钦、杨 斌、

周书林、殷德山、张忠彬、郭金玉、刘 艳、阮秀尧、蔡姚军、邢 烨、陈 娅。

陈建武为标准编写执笔人，王 竟、冯寿钦、阮秀尧、蔡姚军、杨 斌、周书林、

殷德山参与了本标准的现场实验和关键技术参数的研究；刘宝龙、冀 芳、王 竟、

冯寿钦、杨 斌、周书林、殷德山、张忠彬、郭金玉、刘 艳、邢 烨、陈 娅参与

了标准起草及修改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的主要内容（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

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

括试验、统计数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一）编制原则 

1、标准内容应适用于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的设计、防护性

能的检测与评估。 

标准制定的目的是规定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标准，为家

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的设计、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提供标准规

范，为职业危害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2、本标准应规定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与防护性能评估

的关键技术要求。 



 

标准应规范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与防护性能评估的关

键技术指标，以及关键技术指标的指标要求；并规范关键技术指标的检测方法，

从而为防护性能评估提供关键技术指标参数，并为技术指标的评估提供标准检测

方法和限值标准，为标准的有效实施提供技术依据。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内容主要包括：术语和定义、气流组织、送排风量流量比、捕捉面位

置、捕捉面风速、气流均一性等基本要求。 

通风防毒设施的防护性能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气流组织、风量比、捕捉面风速

等评价指标；捕捉面位置与风速、检测点设置和检测方法密不可分；气流均一性

的评价指标是判断吹吸式通风的重要评价指标。 

三、 编制主要内容及说明（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

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与防护性能评估的

关键技术指标及其标准要求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的设计、防护性能的检测

与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6514、GB 14444、AQ 4211、JB T10413 等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

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列出的捕捉面、送排风量流量比和气流均一性以及 GB 6514 、GB 

1444、AQ 4211 界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气流组织形式 

本标准规定了喷漆房送排风形式及送排风设置位置等。 

 

 

 



 

天花板送风

喷漆操作台

下排风           

天 花 板 送 风

水 幕

喷 漆 操 作 台

侧 排 风

α

α ≤ 4 5 °

 

图 3-1 上送下排气流组织形式    图 3-2 上送侧排气流组织形式 

1）气流组织的要求 

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主要是手动喷漆作业，因为喷漆的方向会发生变化，

而且喷漆位置距离局部排风罩距离较远，采用局部排风装置很难有效捕集喷漆过

程产生的有害物质，为增加通风设施对有害物质的控制距离，采用了吹吸式通风

系统。 

吹吸式通风系统包括水平流、垂直流和斜降流，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由于

作业工艺和空间限值，只能采用垂直流（即上送下排的气流组织）和斜降流（即

上送侧排的气流组织）两种形式的吹吸式通风。因此，本标准提出了气流组织的

要求。 

2）气流组织的形成条件 

吹吸式通风的重要条件就是形成均匀流，本标准对形成均匀流的条件进行了

说明，即可采用静压仓方式；并提出了为保证气流的均一性，提出了送排风设置

的位置等。 

本文对斜降流吹吸式通风的气流组织进行了现场实验研究。研究结果如下： 

不同方案新鲜空气气流组织情况如图 3-3 所示。 

 

 

 

 

 

 



 

   

（a）原有状况 

   

（b）方案一 

   

（c）方案二 

   

（d）方案三 

图 3-3 不同方案新鲜空气气流组织 

由图 3-3（a）可知：原有状况新鲜空气下降速度慢，且在水幕和对侧也有新

鲜空气下送，对操作人员呼吸带所在位置送新鲜空气未起到应有的效果。 

由图 3-3（b）可知：方案一时，操作人员呼吸带所在位置未形成有效的新鲜

空气送气区域，但在操作人员操作位后面形成了斜降流换气区域，主要是由于送

气区域面积减小，从而使送风风速变大，向下作用力增强，从而导致斜降流换气

区域后移。 



 

综上所示，方案二时，操作人员位于斜降流新鲜送风区域内，避免操作人员

接触到污染空气；且有毒物质不会向操作呼吸带区域扩散，形成了有效的斜降流

的毒物控制，是集中方案中效果最好的一种，且毒物浓度最低，也充分验证了其

防护效果的最优性。也形成了理论上的斜降流气流组织形式。 

（5） 送排风量流量比 

本标准规定了喷漆房送排风量比，送排风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喷漆房的正

负压的程度，本标准通过采用 JB/T10413 的标准，规定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

送排风量的流量比。 

（6） 捕捉面位置 

本标准规定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捕捉面的位置。 

国内外现行标准均对其捕捉面未做明确规定或规定的捕捉面非常抽象，实际

操作过程很难应用。 

手动喷漆房上送风下排风采用吹吸式通风时，以 1.5m 高处的水平面作为捕

捉面，主要是根据一般人的呼吸带位于 1.5m 以下，而且新鲜空气的路径是自上

而下，也基本上国内外的相关标准一致。如图 3-4 所示。 

1.5m

捕捉面

             

图 3-4 上送下排气流组织时捕捉面位置 

手动喷漆房上送风侧排风采用吹吸式通风（即斜降流吹吸式通风）时，国外

一般规定垂直于污染物所在的位置与气流方向垂直的平面为捕捉面，但该平面一

般为倾斜平面，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测定和评估。本标准根据现场实验，确定采

用操作人员所在呼吸带物质的垂直面作为捕捉面。 

实验结果如下：本项目不同方案的风速检测结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不同方案风速检测结果 

方案 
天花板送风风速 

（m/s） 

水平捕捉面风速 

（m/s） 

垂直捕捉面风速 

（m/s） 

原有状况 0.14 0.05 0.26 



 

方案 
天花板送风风速 

（m/s） 

水平捕捉面风速 

（m/s） 

垂直捕捉面风速 

（m/s） 

方案一 0.28 0.05 0.30 

方案二 0.27 0.09 0.32 

方案三 0.44 0.13 0.39 

由表 3-1 可知：不同方案是水平捕捉面方式变化很小，而变化主要体现在垂

直捕捉面上，因此，斜降流吹吸式通风主要以垂直面为捕捉面，捕捉面位置如图

3-5 所示。 

捕捉面

 

图 3-5 上送侧排气流组织时捕捉面位置 

（7） 捕捉面风速 

本标准规定了喷漆房捕捉面风速应满足的要求及其检测方法。 

手动喷漆房上送风下排风采用吹吸式通风时，1.5m 高处水平面捕捉面的风

速太大时，会对喷漆工艺产生影响，且浪费能源；风速过小，不能将有害物质有

效控制。喷漆过程产生的有毒气体一般采用 0.3~0.4m/s 的风速即可有效控制。 

手动喷漆房上送风侧排风采用吹吸式通风（即斜降流吹吸式通风）捕捉面风

速主要根据现场实验结果确定，现场实验结果如表 3-1 所示。由表 3-1 可知： 

1）示范企业天花板全部送风时（原有状况），天花板送风风速只有 0.14m/s，

送风风速太小；而送风面积变为原来的一半时，送风风速为～0.28m/s，即方案

二和方案三；仅留 1/4 的面积送风时，风速提高到了 0.44m/s，送风风速足够大。 

2）不同方案 1.5m 高处水平捕捉面风速差别很小，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仅差

0.08m/s，而且风速很小，基本在 0.05～0.13m/s。 

3）2m-1.5m-0.5m 垂直捕捉面风速变化趋势相对明显，从天花板完全送风、

方案一、方案二和方案三其风速依次增大，方案二的垂直面的控制风速（0.32m/s）

足以对有害物质进行控制，且风速相对较大，基本在 0.26～0.39m/s，测量时其



 

相对误差较小。因此，当手动喷漆房采用斜降流吹吸式通风原理排出有毒物质时，

操作人员应位于斜降流吹吸式通风换气区域内，此时应以垂直面为捕捉面，且干

扰气流（从上向下的气流）<0.15m/s 时，其捕捉面风速为 0.3～0.4m/s 时即可满

足有毒物质控制要求。 

因此，手动喷漆房上送风侧排风采用吹吸式通风（即斜降流吹吸式通风）时，

垂直捕捉面的风速应为 0.3～0.4m/s。 

操作人员喷漆过程中前后左右最大移动范围均在 0.5m 内，而人的身高以及

蹲位的高度也均位于 0.5m～2m 的高度范围之内，因此，检测点的位置设置如下： 

1）捕捉面为距地 1.5m 高度处的水平面时，一般在操作者活动位置的中心点

以及前后左右的 0.5m 处，分别在纵向和横向各画一条直线，其交叉点即为检测

点，如图 3-6 所示。 

0.5m 0.5m

0.5m

0.5m

操作者活动

位置中心点

前

后

左 右

 

图3-6 水平捕捉面检测点位置示意图 

2）捕捉面为呼吸带所在位置垂直面时，在 0.5m、1.5m 和 2m 高度处画水平

线，在操作者所在位置和左右 0.5m 处画垂直线，其交叉点即为检测点，如图 3-7

所示。 

0.5m 0.5m
2m

0.5m

操作者呼

吸带位置

上

下

1.5m

左 右

 

图3-7 垂直捕捉面检测点位置示意图 

并对检测方法进行了规定： 

1）捕捉面风速一般使用热线式风速仪进行检测；应在不存在作业对象物或

者作业设备（固定台等）的状态下检测捕捉面风速。 



 

2）捕捉面上各检测点的风速至少检测三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检测点

的平均风速；各检测点平均风速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捕捉面的捕捉面风速。。 

（8） 气流均一性 

本标准规定了气流均一性判定标准：捕捉面任一检测点风速应≥0.2m/s，且

与捕捉面风速的偏差≤捕捉面风速的±50%。并提出了气流均一性评价方法。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的情况（包括采用对象的选取、采标一致性程度的确定、与采标对象的差异及

原因，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

关数据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吸收借鉴了以下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的内容：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职业健康与控制部分中的《通风》（1910.94）规定

了磨料喷砂、打磨和抛光作业、喷涂作业三类作业的通风要求，其中喷涂作业部

分对喷漆柜和喷漆间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规定了喷漆柜内的控制风速，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喷漆柜内的控制风速 

当工件完全处于喷漆柜内时的工况

条件 

平吸气流

（ft/min） 

控制风速（ft/min） 

设计 范围 

自动密闭静电喷漆柜 可忽略不记 50，大喷漆柜 50～75 

气动喷枪，手动式或自动式 ≤50 
100，小喷漆柜 

100，大喷漆柜 

75～125 

75～125 

气动喷枪，手动式或自动式 ≤100 

150，小喷漆柜 

150，大喷漆柜 

125～175 

125～175 

  150，小喷漆柜 150～250 

本标准借鉴了部分美国标准，美国标准与现行的《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室

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对喷漆室的安全通风量、手动喷漆的控制风速

（包括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的大型喷漆室和仅设排风系统的中小喷漆室）等进行

了规定，控制风速设置情况如表 3-3，并规定：“大型喷漆室送风系统采用静压室

控制气流分布时，静压室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同时其维护、清理应方便”。 



 

表 3-3 喷漆室的控制风速 

操作条件 

（工件完全在室内） 

干扰气流

（m/s） 

类型 
控制风速（m/s） 

设计 范围 

静电喷涂或自动无空气

喷漆（室内无人） 
忽略不记 

大型喷漆室 0.25 0.25～0.38 

中小型喷漆室 0.5 0.38～0.67 

手动喷漆 ≤0.25 

大型喷漆室 0.5 0.38～0.67 

中小型喷漆室 0.75 0.67～0.89 

手动喷漆 ≤0.5 

大型喷漆室 0.75 0.67～0.89 

中小型喷漆室 1.0 0.77～1.33 

本标准主要设计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其捕捉面控制风速为 0.3～0.4m/s，

其控制风速比美国喷漆室的标准要低，其控制风速主要通过实验确定，通风采用

气流均一型吹吸式通风技术。 

日本《有机溶剂中毒预防规则》中规定了有机溶剂作业中不同类型排风罩的

控制风速，其中包围时风速控制风速为 0.4m/s，外置式侧吸风罩的控制风速为

0.5m/s，下吸为 0.5m/s，上吸为 1.0m/s；另外日本对吹吸式通风系统的气流均一

性进行了规定，具体为：平均风速≥0.2m/s，捕捉面任一点风速与平均风速的偏

差≤50%。本标准采用了日本气流均一性的判定标准和方法。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与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和法规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

护设施，并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按照规定进行维护、检修、检测，

保持其正常运行。 

《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卫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均规定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其性能应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并确保

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病防

护设施的管理制度与设备台帐，加强日常检查与维护”，《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



 

业职业卫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还规定：“至少每年进行一次防护设施的检

测。其中，通风或排风装置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一）通风换气能力；（二）除

尘效果；（三）其他保持通风或排风性能的必要事项。检查与检测结果应当存入

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发现防护设施异常时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其正常运行。”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对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评审后，应当按照规定向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的申请，未经审查

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进行施工”；“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

病防护设施运行的情况和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建设项目职业

病防护设施竣工后未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同意或者验收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综上所述，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必须设

置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对于职业病危害严重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专篇需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施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需经安监部门备案或验

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投入生产或使用后至少每年进行一次防护设施的

检测。其中，通风或排风装置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一）通风换气能力；（二）

除尘效果；（三）其他保持通风或排风性能的必要事项。检查与检测结果应当存

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发现防护设施异常时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其正常运行。 

该标准规定了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设计与防护性能评估的

关键技术指标及其标准要求和检测方法，可为设计提供技术指导，为安监部门的

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支撑和评估标准，是对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

为现有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贯彻落实实施提供技术保障，二者是相辅相

成的。 

2、 与有关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其它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整体协调是制定工作的努力目标。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实际的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本标准的制定遵守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各项要求。 



 

本标准具体条款所涉及的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直接引用，或参照原

则，无原则分歧。 

本标准直接引用和参照的现行标准：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1444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AQ 4211  家具制造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 

JB T10413 喷漆室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6514-2008）对涂装作

业全面通风量的确定方法、送风系统的送风口等进行了规定，其喷漆室的相关规

定引用《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的第 8 章的

规定。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对喷漆室的安

全通风量、手动喷漆的控制风速（包括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的大型喷漆室和仅设

排风系统的中小喷漆室）等进行了规定，控制风速设置情况如表 5-1，并规定：

“大型喷漆室送风系统采用静压室控制气流分布时，静压室应有足够的强度、刚

度，同时其维护、清理应方便”。 

 

表 5-1 喷漆室的控制风速 

操作条件 

（工件完全在室内） 

干扰气流

（m/s） 

类型 控制风速（m/s） 

设计 范围 

静电喷涂或自动无空气

喷漆（室内无人） 
忽略不记 

大型喷漆室 0.25 0.25－0.38 

中小型喷漆室 0.5 0.38－0.67 

手动喷漆 ≤0.25 
大型喷漆室 0.5 0.38－0.67 

中小型喷漆室 0.75 0.67－0.89 

手动喷漆 ≤0.5 
大型喷漆室 0.75 0.67－0.89 

中小型喷漆室 1.0 0.77－1.33 

《喷漆室》（JB/T10413-2005）规定：“喷漆室的控制风速应符合 GB1444 的

规定，控制风速还应分布均匀，控制风速断面内各点风速偏差值不应大于其规定

值的 20%”。“喷漆室的送风系统应设置除尘装置，使得喷漆室内尘埃的许可程度

符合表 5-2 的要求”。“喷漆室应由生产厂家进行喷漆室控制风速试验与检验、 漆

雾去除率试验与检验、 喷漆室内尘埃的许可程度试验与检验以及喷漆室内的照

度试验与检验，并提供检验合格证书。”并对规定了其试验与测试方法。 



 

表 5-2 喷漆室内尘埃的许可程度 

喷漆室作业类别 作业示例 粒径（μm） 粒子数（个/cm
2） 

一般涂装 建筑、防腐蚀涂装等 ≤20 ≤600 

装饰性涂装 公共起草、重型车辆等 ≤10 ≤300 

高价装饰性涂装 情形、小型乘用车等 ≤5 ≤100 

《家具制造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AQ 4211-2010）规定：“喷漆或喷涂作业，

应在独立的密闭喷漆间进行，喷漆间应采用上送下排的通风方式且操作人员工作

位置处的风速不小于 0.8m/s。喷漆间内的涂装操作位置应安装水帘（水幕）降毒、

流水排毒装置及冲洗设施，该装置的进水水质应不低于市政中水水质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上述标准中对喷漆室的控制风速、喷漆房的风速进行了规定，且

规定了喷漆房采用上送风下排风的通风方式，但未规定具体送排风方式，如垂直

上送还是倾斜一定角度，以及吹吸气流流量比的设计范围；规定了喷漆室采用静

压室控制气流分布，控制风速应分布均匀，控制风速断面内各点风速偏差值不应

大于其规定值的 20%，但喷漆房未做相应的规定，且控制风速断面位置的确定方

法，以及控制风速的检测方法和气流均一性判定标准等均未做相应规定。该标准

重点是针对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的上述关键技术指标及其标准

要求和检测方法进行规定，与现行相关强制性标准是相辅相成的。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本标准为安全生产行业强制性标准。 

1、 强制内容 

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气流组织、送排风量流量比、捕捉面位

置、控制风速及其检测方法、气流均一性等内容。 

2、 强制理由 

气流组织形式、吹吸气流流量比、气流均一性、控制风速是手动喷漆房通风

排毒设施设计的关键技术指标，关键技术指标若出现偏差可能会导致通风排毒设

施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果或防护不当；捕捉面位置的确定、气流均一性的评估方

法、控制风速的测量方法是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防护性能评估涉及的关键技

术方法和评估标准，如捕捉面位置不同控制风速会千差万别；又如风速具有一定



 

的方向性，控制风速的测量方法至关重要。综上所述，上述内容应为强制性条款，

否则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可能会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果，甚至会导则设计或

评估错误。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建议通过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的有效实施。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防尘防毒分

标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各协作单位的密切配合，谨此表示致谢。 

 

 

《家具制造业手动喷漆房通风排毒设施技术规程》起草小组 

                                    2014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