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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6 月下达本项国家标准的制定计划，计划

编号为：20181031-T-424；项目名称为《静电防护管理体系通用要求》；标准

性质为推荐，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0 年。本项国家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

出，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二）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计划任务下达后，标准编制工作组对国内外静电防护管理相关标准进

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相关实际需求进行了

调研，经多次讨论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即《静电防护管理体系通用要

求》（征求意见稿）。 

1. 国内静电防护管理相关标准调研 

目前在国内，静电防护相关标准更多地从技术方面对静电安全防护工作进

行规范，相关标准中涉及了管理的相关内容。 

GB 12158-2006《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描述了静电放电与引燃，规定了

静电防护措施、静电危害的安全界线及静电事故的分析和确定。该标准适用于

存在静电易燃（爆）等静电危害场所的设计和管理。其他的静电危害（如静电

干扰、静电损坏电子元件）可以参考该标准的有关条款，但不适用于火炸药、

电火工品的静电危害规范。该标准第五章节从静电危害控制方案、人员、检

查、标志与记录几个方面对静电防护管理措施进行了规范性要求。 

GJB 1649-1993《电子产品防静电放电控制大纲》是我国针对静电敏感电子

产品静电安全防护的顶层军用标准，由美军标 MIL-STD 1686A-1988《用于电

气和电子元件、组件与设备（电动引爆装置除外）防护的静电放电控制大纲》

转化而来。该标准适用于静电敏感电子产品（含元器件、组件、设备等）制

造、加工、组装、安装、包装、标识、服务、测试、检验、运输或其他处置活

动；不适用于电气引爆装置、易燃易爆液体/气体/粉体的静电防护。该标准要求

承制方应制订、执行、和提供静电防护控制大纲，涵盖分级、标志、包装、评

审检查等管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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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 2527-1995《弹药防静电要求》是我国现行的弹药静电安全防护顶层军

用标准，对弹药静电危害的主要技术要求、静电安全管理及静电检测项目和方

法进行了规定，适用于弹药的生产、储存、运输和技术处理。该标准于 1995 年

10 月 16 日发布，于 1996 年 6 月 1 日实施，至本稿编写时现行有效，新版本正

在编写中，对军工弹药类物品处置各环节的静电安全防护起着指导作用。该标

准 4.2 章节中从管理机构与职责、技术措施管理两方面对弹药类物品静电防护

管理工作做出规范，主要包括明确静电防护管理工作负责人员/部门及其职责、

制订《弹药防静电规则实施细则》、必要的检测设备/手段/计量校准、检查、记

录、改进等。 

GB/T 32304-2015《航天电子产品静电防护要求》是我国航天电子产品领域

的顶层指导性标准，借鉴了 ANSI/ESD S20.20、IEC61340-5-1 等国际静电防护

标准，该标准适用于航天静电放电敏感电子产品的采购、生产、检验、测试、

失效分析、包装、标识、维修、储存、奋发和运输等科研、生产活动，也可作

为组织的静电防护管理体系进行评价或审核的依据。该标准中静电防护管理的

一般要求主要体现在第四章节，其中明确提出“组织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建立、

实施和保持与其活动范围相适应的静电防护管理体系”，是我国国家级标准首

次明确提出“静电防护管理体系”、“技术+管理”的静电防护理念。 

在各细分行业中，也具有多个静电防护相关标准，如兵工民品中各类火炸

药、电火工品的静电防护（WJ 1695-2004、WJ 1911-2004、WJ 1912-2004、WJ 

1913-2004、WJ 2389-1997、WJ 2390-1997、WJ 2146-1993）、烟花爆竹的静电

防护（AQ 4115-2011）、石油/石化/橡胶工业适用的静电防护标准（GB 13348-

2009、GB4655-2003、SY/T 7385-2017）等。 

总体来说，尽管目前各行业在静电安全防护工作具体开展过程中都意识到

了静电防护管理，但国内尚无静电防护管理通用标准，缺少统一性、专业性、

规范性的依据，因此本标准编制的需求是迫切的。 

2. 国际国外静电防护相关管理标准调研 

（1）美国 ESD 控制通用标准 

2007 年，美国对 ANSI/ESD S20.20:1999 进行了全面的修订，颁布了 2007

修订版，使得该标准更加简洁，通用性更强。2014 年 8 月该标准 2014 新版发

布，增加并修改了部分技术要求，强化了产品认证等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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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SA 航天 ESD 控制标准 

NASA 于 2002 年 2 月宣布，接受 ANSI/ESD S20.20:1999 作为 NASA 静电

防护标准，同时废止 NASA 的 ESD 标准 NASA-STD-8739.7:1997。 

2007 版 S20.20 颁布后，NASA 立即宣布实施新版 S20.20。 

（3）IEC 和欧洲 ESD 控制通用标准 

2007 年，在吸纳美国标准基础上，IEC 61340-5-1 颁布了最新修订版，在结

构、内容和技术要求上与 ANSI/ESD S20.20:2007 完全协调一致。并且配套标准

新版 IEC TR61340-5-2:2007 用户指南同时颁布，作为 IEC 的技术报告，为 IEC 

61340-5-1:2007 的实施提供指南。 

3.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静电防护管理要求，保障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静电安全，更好

支撑我国基础工业基础能力提升并促进生产制造能力提升，综合国内外静电防

护相关标准中涉及的管理内容，针对我国顶层静电防护管理体系标准的缺失情

况，调研国内外静电防护管理的实际需求和成功经验，标准编制工作组梳理并

借鉴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的成果，形成了适应于我国静电防护管理实际需要的标

准结构框架，编制标准草案，经多次讨论和修改，于 2020 年 1 月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即《静电防护管理体系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论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主要遵循了协调性、先进性、适用性和贸易性原则。 

1.  协调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对 GB 12158-2006《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JB 

1649-1993《电子产品防静电放电控制大纲》、GJB 2527-1995《弹药防静电要

求》、GB/T 32304-2015《航天电子产品静电防护要求》等静电安全防护顶层国

标、国军标中静电防护管理相关内容与条款进行梳理、汇总和分析，并收集、

参考各行业静电防护与静电安全相关标准中有关静电防护管理内容的表述，总

结形成静电防护管理工作中的共性、一般性要求，与这些国内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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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进性 

本标准参照美国 ANSI/ESD S20.20:2014《建立静电放电控制方案——电气

与电子元器件、组件和设备（不包括电动引爆装置）的防护》、国际电工委员

会标准 IEC 61340-5-1:2016《电子产品静电防护——通用要求》等最新国际国外

标准进行研究和编制。 

3.  适用性 

本标准虽然参考最新的国际国外等先进技术和标准，但在编制过程中，针

对我国顶层的静电防护管理体系的缺失情况，调研国内外静电防护管理的实际

需求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静电防护管理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对标准框架和

内容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和交流，所有条款均按中国国内实际进行编制，力求简

洁、具有可操作性，适用于我国的静电防护管理工作，用以指导包括静电敏感

电子器件、静电易燃易爆品在内的静电敏感物处置过程的静电防护管理活动。 

4.  贸易性 

本标准以为规范静电防护管理、保障静电安全，更好支撑我国基础工业基

础能力提升并促进生产制造能力提升为目标，以目前静电防护管理的实际需求

为基础，参考国际国外先进的管理体系标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静电防护管

理体系国家标准，以规范我国静电防护管理工作，增强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适用于静电放电敏感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组件和设备）、静电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以及其他静电敏感物的采购、生产、组装、包装、储存、

运输、操作、维修、技术处理等处置环节。 

本标准的框架结构的编制参考了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相关要求以及其他管理体系标准，标准内容按 PDCA 的管

理思想并根据静电防护管理实际需求进行编制，标准共分 17 个章节。 

第一章节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为静电敏感物处置过程中静电安全防护管

理工作的设计、执行、保持和持续改进提供指导与规范。 

第二章节为本标准的引用文件，包括 GB/T 15463《静电安全术语》和

GB/T 19000《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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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节为术语和定义，对静电起电、静电集聚、静电放电、静电泄漏等

静电问题主要物理过程的定义进行明确，同时对静电接地电阻、静电泄漏电阻

等静电安全防护工作中进行性能评价或衡量静电防护/泄漏能力的物理属性的定

义做出规范性描述。 

标准第四到第十七部分则从组织管理、文件要求、人员培训、识别、配

置、标识、包装、采购外包、监测、检测、内部审核、管理评审、持续改进和

静电防护区域几个方面，对静电防护管理工作做出规范。 

在组织管理上，要求明确静电防护管理工作的管理者、各级负责人以及责

任部门，对其职责与应开展的业务进行了规范性描述。这一部分对 GB 12158-

2006《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JB 2527-1995《弹药防静电要求》及其他相

关标准中关于静电防护组织管理、人员职责分配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汇总，给出

了系统性的规范。 

在文件上则是参考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相关方法，将静电防护管理工作的规

章制度、程序记录、措施环节、流程信息形成文件，便于持续开展静电防护工

作时依据参考、检索对照、效果辨识分析及持续改进的具体落实。 

人员培训章节则对培训对象、内容、周期频次做出要求。这一部分综合了

国标、国军标、相关行业中静电安全防护标准对于培训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

从业人员、相关人员具备静电防护意识以及必要的静电防护能力。需要注意的

是，培训对象不仅涵盖作业人员，保洁人员、维修人员、外来试验人员、来访

人员等可能接近或接触静电敏感物的人员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告知。 

识别则是要求日常作业过程时，对所处置对象、环境、客户/要求以及人员

配置应符合的静电防护要求进行判断和审视，对静电安全防护程度进行确认后

再进行作业。 

静电防护管理工作中的配置不仅仅包括几乎所有静电防护标准所强调的静

电防护措施/用具/器材的配置，还包括场所、人员、处置对象的分配，简要来说

就是做到专人、专岗、专业用具从事所匹配的处置工作，杜绝因为人员、工

具、场所、处置对象混乱、失配引发静电防护失效进而引发的静电事故。 

第九章中对标识进行规范，除了对标识使用过程中无污损、注明等级等一

般性要求外，也对标识的明示以及使用位置做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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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对静电敏感物的防静电包装要求做出规定，要求组织在相关规章制

度、合同协议、技术要求、采购订单、图样图纸等文件中明示要求。同时，本

标准也明确提出对防静电包装的重复使用提出控制要求。 

第十一章中参考国标及行业相关标准，对采购外包环节中静电防护管理相

关事项进行规范，在加工、采购、外包相关静电敏感物进入组织的源头环节进

行静电防护管理。 

在 GJB 2527 等标准及其修订过程中，出于目前实际生产、处置环节过程管

理需要，加入或考虑增添对于日常静电防护监测的要求。本标准从静电防护重

点环节/流程数据与情况监测、静电防护设备/设施/工具/器材性能监测、设备/措

施计量校准与检定三个方面做出规范要求。 

检测章节则是对所采用的静电防护措施、用具、设备的检测做出要求，通

过建立定期的检测管理制度保证静电防护具体技术措施的长期有效。 

第十四、十五、十六章节则是从内部审核、管理评审、持续改进三方面进

行静电防护工作的检查评价、审核评审以及持续完善，其中既包括组织内部审

核，也要求进行第三方评审，查漏补缺，以此保障静电防护工作的切实有效，

并通过持续改进不断纠正、不断落实、不断完善。 

静电防护区域章节则是从管理的角度对静电防护具体场所一般性的要素进

行了规范，包括区域划分、接地与等电位连接、入场控制、环境控制、防爆

等。由于开展静电防护工作时所属行业的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的不同，具

体措施、技术方法、设备指标的要求有所区别，但基本要素是一致的。本标准

从这几项要素的角度做出共性的管理规范。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

证及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本标准从组织管理、文件要求、人员培训、识别、配置、标识、包装、采

购外包、监测、检测、内部审核、管理评审、持续改进和静电防护区域十四个

要素对静电安全防护中的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预期对包含静电敏感电子产

品、静电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在内的静电敏感物处置环节静电防护管理做出统

一性的管理规范，解决目前静电防护工作开展过程中管理要素在国标/国军标/行

业标准中描述不系统、管理方法措施缺少统一性依据的问题。以静电防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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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保障各静电防护技术方法的切实有效，保障静电敏感物作业过程中的质量

与安全。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可以完善目前静电安全工作的系统性，进一步降

低静电敏感物处置过程静电所引发的质量问题与事故，提高相应产品的生产质

量及相应科研生产活动的静电安全。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一）采标情况 

本标准主要参考美国 ANSI/ESD S20.20:2014《建立静电放电控制方案——

电气与电子元器件、组件和设备（不包括电动引爆装置）的防护》、国际电工

委员会标准 IEC 61340-5-1:2016《电子产品静电防护——通用要求》标准。 

（二）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为了适应国际静电防护技术和管理的快速发展，适应国际标准组织对国际

标准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合理调整、融合的新趋势，新制定的国家标准应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和较长期的适用性。为此，在编制过程中，对国外标准和实施情况

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广泛调研国内的静电防护管理需求实际情况，综合

考量电子产品、兵工民品、石油化工等多行业静电防护要求，对标准内容进行

了充分的研讨、交流和验证，所有条款均按中国国内实际进行编制，在内容结

构编制方面，条款更加清晰，更加符合标准化的要求，编写形成专门针对于静

电防护管理工作的国家顶层标准，指导静电安全防护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实施，

比国外同类标准更具先进性。 

五、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充分考虑了现行有效的 GB 12158-2006《防止静

电事故通用导则》、GJB 1649-1993《电子产品防静电放电控制大纲》、GJB 

2527-1995《弹药防静电要求》、GB/T 32304-2015《航天电子产品静电防护要

求》等静电安全防护顶层国标、国军标中静电防护管理相关内容与条款，并收

集、参考各行业静电防护与静电安全相关标准中有关静电防护管理内容的表

述，总结形成静电防护管理工作中的共性、一般性要求，与上述现行国家标准

互为补充，共同完善静电防护领域的标准体系，保障静电防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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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建议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