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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修订背景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为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 《职业病防治法》 ） 的施行， 卫生部制定发布了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２００２］ 第 ２４ 号） ［１］ （以下简称 ［２４ 号令］ ）， 确立职业病一

级诊断、 两级鉴定制度。 即取得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的职业

病诊断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职业病诊断权， 出具的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法律地位相同。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做出的职业

病诊断结论有异议时， 可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职

业病诊断鉴定， 对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出的职业病诊

断鉴定结论仍有异议的， 可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
省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２４ 号令］
还对职业病诊断鉴定分级监督管理、 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管

理以及职业病集体诊断原则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为指导、
规范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 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为适应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 《职业病防治法》，

卫生部公布了修订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２０１３］ 第 ９１ 号） ［２］ （以下简称 ［９１ 号

令］ ）。 ［９１ 号令］ 取消了职业病诊断受理门槛， 针对职业病

诊断与鉴定存在的主要问题设计了相应的管理规定， 在一定

程度上化解了职业病诊断难、 鉴定难的问题。
随着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职业资格清理工作的深

入， 原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的设计已滞后于改革的发展。
一是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 包括 １４０ 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 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未涵盖 “职业病诊断医师” ［３］ 。 二是

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 《职业病防治法》 为简化职业病诊断程序， 删

除了原第四十六条中 “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在进

行职业病诊断时， 应当组织三名以上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

执业医师集体诊断”， 并将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诊

断的医师共同签署， 并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审

核盖章” 修改为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诊断的取得

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签署， 并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

疗卫生机构审核盖章” ［４］ 。 三是 ２０１８ 年修正的 《职业病防治

法》 将原第四十三条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 应当

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省、 自

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

区域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名单” 修改为 “职
业病诊断应当由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医疗卫生机

构承担。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职业病诊断工作的规范管

理，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５］ 。 《职业病

防治法》 几经修订后，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面临着取消职

业病诊断机构行政审批、 规范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管理、 取

消职业病集体诊断后保证职业病诊断的质量与效率等一系列

新问题。 随着 《职业病防治法》 对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的

调整， 以及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的要求， 原有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的法律基础发生了变

化， 亟待对 ［９１ 号令］ 进行修订。

２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修订的回顾

职业病诊断、 鉴定是一项专业性、 技术性、 政策性很强

的工作。 规范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对于保障劳动者健康权

益，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为规范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工作， 国家从上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就建立了相应的职业病

诊断制度， 并通过多次修订， 逐渐完善并发展为现行的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制度。
１９５７ 年卫生部发布 《关于试行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

处理办法的规定》 的通知 （卫防齐字 ［５７］ 第 １４５ 号） ［６］ 。
该 《通知》 包括职业病名单以及有关职业病诊断的规定。
《通知》 指出， 职业病诊断由本单位或指定医疗机构负责治疗

的医师确定， 当负责治疗的医师不能确定时提交单位医务劳

动鉴定委员会。 《通知》 同时明确了职业病诊断的基本原则与

鉴别诊断的要求， 以及对职业病确定争议的处理原则。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卫生部发布 《职业病诊断管理办法》 （卫防

字 ［８４］ 第 １６ 号） ［７］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１９８８ 年卫

生部颁布修订后的 《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

定》 （卫防字 ［１９８７］ 第 ８２ 号） ［８］ ， 明确职业病的诊断应按

上述 《管理办法》 及其有关规定执行。 《管理办法》 的主要

特点， 一是强调职业病防治机构或职业病诊断组集体诊断原

则； 二是明确了承担职业病诊断的机构， 由 “设区的市级以

上职业病防治机构或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
或批准的企业所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本地区或本企业的

职业病诊断”， 既尊重了职业病防治机构的专业特点， 又可有

效解决职业病诊断机构区域覆盖的问题； 三是强调从事职业

病诊断工作的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国家颁发的职业病诊

断标准及有关规定， 以科学的态度和极端负责的精神， 做好

诊断工作； 四是明确了职业病争议向上一级诊断机构申诉复

诊的权力和维持正常医疗秩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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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为配合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实施， 卫生部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的规定发布 ［２４ 号令］。 ［２４ 号令］
分为总则、 诊断机构、 诊断、 鉴定、 监督管理、 罚则及附则

共七章 ４１ 条， 确定了职业病诊断的依据、 原则以及职业病一

级诊断、 两级鉴定的制度， 明确规定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分

级管理、 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管理、 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管

理以及职业病集体诊断等原则， 保证了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

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为适应 《职业病防治法》 的修改， 卫生部

公布了 ［９１ 号令］。 ［９１ 号令］ 针对职业病诊断、 鉴定存在

的主要问题设计了相应的管理规定。 一是简化了职业病诊断

程序， 扩大职业病诊断机构选择范围； 取消了职业病诊断受

理门槛； 简化了职业病鉴定的申请手续。 二是针对影响职业

病诊断难、 鉴定难的常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过程中的举证责任

及不举证的后果。 如规定了职业卫生监督部门在职业病诊断

鉴定中协助取证、 举证责任； 规定了在劳动者依法提出职业

病诊断要求时， 或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有异议时， 或因劳动者的用人单位

解散、 破产无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所需资料时，
或在确认劳动者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时， 当事人对劳

动关系、 工种、 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时， 职业病诊

断机构应当告知劳动者职业病诊断程序和所需材料， 告知劳

动者可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可依法提请职业卫生监管部门督促用人单

位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所需材料， 提请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部门组织现场调查或作出行政判定； 在作出调查结论或者判

定之前， 职业病诊断机构或鉴定办事机构应当中止职业病诊

断或鉴定等。
伴随着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的多次修订， 我

国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３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令 ［２０２１］ 第 ６ 号） ［９］ （以下简称 ［６ 号令］ ）
的要点、 基本框架与内容

３ １　 修改原则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原则、 合法性的原

则、 “放管服” 相结合的原则、 公开透明的原则， 以及突出重

点与循序渐进的原则。
３ ２　 共性修改内容　 凡 ［９１ 号令］ 中使用 “卫生部” 的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替代， 使用 “卫生行政部门” 的用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替代， 同时出现 “卫生行政部门” 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的删除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 只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的用 “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 替代。
为与取消职业病诊断机构行政审批及职业病集体诊断相

适应， 使用 “备案” 替代 “申请”， 删除与职业病诊断机构

行政审批、 监督管理有关的条款及 “第三章” 诊断中与职业

病集体诊断有关的条款。
３ ３　 基本框架与内容　 ［６ 号令］ 共七章六十三条。

第一章 总则， 计六条。 主要明确了制定本办法的立法目

的、 依据、 适用范围、 管理职责与要求、 用人单位相关责任

等， 如职业病诊断鉴定的总体原则、 分级管理原则、 职业病

诊断机构能力建设与信息化建设， 以及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

行的职业病诊断、 鉴定的相关义务等。
第二章 诊断机构， 计十二条。 分别规定了职业病诊断机

构备案管理制度、 职业病诊断机构与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管

理以及对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质量控制。 如职业病诊断机构备

案时限、 备案程序、 备案条件、 备案信息及管理、 备案时应

当提交的证明资料、 备案机构法律责任、 对辖区无医疗卫生

机构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特殊处理等， 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应当具备的条件、 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

责与权力、 职业病诊断机构质量管理以及职业病诊断程序公

开制度等， 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师应当具备的条件、 职业病

诊断医师的诊断范围与继续医学教育、 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

管理等。
第三章 诊断， 计十五条。 分别规定了职业病诊断机构的

选择、 职业病诊断资料的提供与不同情形的处理方式， 以及

有关职业病诊断的管理。 如职业病诊断工作原则、 资料要求

与资料提供、 诊断程序、 诊断结论、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管理、
职业病诊断档案管理及信息报告等。

第四章 鉴定， 计十七条。 规定了两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制

度， 涉及鉴定管理部门、 鉴定办事机构、 鉴定专家库及职业

病诊断鉴定程序。 如职业病诊断鉴定的提起与受理、 鉴定时

限、 鉴定组织、 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出具、 送达、 信息报告以

及鉴定过程记录及档案管理等。
第五章 监督管理， 计三条。 规定了各级地方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对职业病诊断及鉴定办事机构的监督检查责任及检查

内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计八条。 规定了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法

律责任。 分别涉及职业病诊断机构、 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

组成人员、 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以及用人

单位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计二条。 涉及本办法的解释、 生效时间和

［９１ 号令］ 的废止及时间。

４　 ［６ 号令］ 主要修改内容及理由

４ １　 规定了与取消职业病诊断机构行政审批相对应的机构管

理方式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和政

策性， 只有具备符合职业病诊断标准要求的仪器设备、 场所

条件及相应能力的诊断医师， 才能胜任诊断鉴定工作需要。
为确保在取消行政审批后职业病诊断机构仍能保证相应能力，
按照 “放管服” 改革精神要求， 借鉴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等的备案管理制度［１０，１１］ ， ［６ 号令］ 以职业病

诊断机构 “备案制” 替代了 ［９１ 号令］ 的 “批准制”， 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 应向省级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备案。 有关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管理的相关规定主要有

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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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时限：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 应当在

开展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内容： 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名称、

地址、 诊断项目 （职业病类别和病种） 等相关信息。
备案责任： 职业病诊断机构对备案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

性、 合法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

断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进行处罚。
备案信息变更： 当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 应当自信息发

生变化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交变

更信息。 拟不再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 应当在拟停止开展

工作的十五个工作日之前告知其备案的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和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妥善处理职业病诊断档案。
备案管理： 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提交证明其符合

基本条件的有关资料， 由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时向社会

公布备案的信息， 告知核发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没有医疗卫生机构备案开展职业

病诊断的， 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医疗卫生机构承

担职业病诊断工作， 并使其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职业病诊断机

构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４ ２　 规定了取消职业病集体诊断后的职业病诊断质量保证措

施　 职业病是工伤的一种， 具有鲜明的工伤补偿特征。 《工伤

保险条例》 规定， 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不再进行

现场核实［１２］ 。 依据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

等级》， 职业性尘肺病壹期的劳动能力损失程度为 ７ 级， 即一

旦取得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至少可享受本人 １３ 个月工资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并按月领取本人工资的 ７０％伤残津贴［１３］ 。
因此， 职业病诊断涉及相关方的利益， 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专业性和政策性， 必须保证公正、 公平、 科学。 实施职业病

集体诊断， 有助于减少个人诊断的误诊， 提升职业病诊断的

准确性； 有助于减低单名医师职业病诊断容易产生的腐败风

险。 取消集体诊断， 需要合理设计相应制度， 确保取消职业

病集体诊断后职业病诊断质量与效率。
基于既淡化集体诊断， 又保证诊断质量， 体现职业病诊

断审核的严肃性， ［６ 号令］ 增加了职业病诊断机构对职业病

诊断医师作出的诊断结论进行审核确认的机制。 ［６ 号令］ 规

定， 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职业病诊断结论后， 应当出具职业

病诊断证明书，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诊断的取得职

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签署。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对职业

病诊断医师签署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进行审核， 确认诊断的

依据和结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要求， 并在职业病诊

断证明书上盖章。 这一规定， 既遵守了 《职业病防治法》 取

消集体诊断的规定， 又有助于保证职业病诊断质量， 保证职

业病诊断结论的公正、 公平、 科学。
４ ３　 规定了职业资格清理后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管理方式

　 与一般疾病的诊断不同， 职业病诊断除了需要具有一定的

临床专业水平外， 还要具备职业卫生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 标准。 为了确保职业病诊断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根据

我国职业病防治实际情况， 借鉴有关国家职业病诊断医师管

理经验， ［６ 号令］ 保留了原有关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管理制

度， 规定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师应当具备基本条件并取得省

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颁发的职业病诊断资格证书， 依法在所

备案的诊断项目范围内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 在此基础上，
新增加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参加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继续医

学教育， 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 省

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

核办法并组织实施的规定。
４ ４　 明确了规范管理职业病诊断工作的相关要求 　 ［６ 号

令］ 在规范管理职业病诊断工作的要求上， 一是明确了职业

病诊断机构应当公开职业病诊断程序， 以方便劳动者职业病

诊断， 要尊重、 关心、 爱护劳动者， 保护劳动者的隐私。 二

是增加了职业病诊断机构对职业病诊断医师签署的职业病诊

断证明书进行审核确认的要求。 三是要求省级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加强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
组织开展职业病诊断机构质量控制评估；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

当参加质量控制管理机构组织的职业病诊断质量控制考核。
四是明确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书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４ ５　 突出了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相关

责任　 ［６ 号令］ 整合 《职业病防治法》 有关条款， 在第一

章 总则 第六条集中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职业病诊

断、 鉴定的相关义务： （１） 及时安排职业病病人、 疑似职业

病病人进行诊治； （２） 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 鉴定所需的资

料； （３） 承担职业病诊断、 鉴定的费用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在

诊断、 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 （４） 报告职业病和疑似职业病；
（５） 《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的其他相关义务。
４ ６　 简化了劳动者诊断与鉴定的相关程序及要求　 为方便劳

动者职业病诊断， 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６ 号令］ 进一

步简化了劳动者职业病诊断、 鉴定的相关程序及要求。
在职业病诊断方面， 主要作出以下的修改： 一是强调了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中的作用。 二是明

确了职业病诊断相关环节的时间节点。 规定在材料齐全的情

况下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诊断结论的时限；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于出具之日起十五日内由职业病诊断

机构送达劳动者、 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在接到职业病诊断机构现场调

查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现场调查。 三是细化了劳动者提

供相关证明资料的要求， 规定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主要由用

人单位向诊断机构提供， 劳动者只提供本人掌握的职业病诊

断有关资料。 四是增加并细化了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

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必然联系的， 应当诊断为职业病的规

定， 界定了 “证据” 的内涵。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

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必然联系的” 中的 “必然联系”， 实

质上是疾病与职业接触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 《职业病诊断

通则》 （ＧＢＺ ／ Ｔ２６５—２０１４）， ［６ 号令］ 明确 “证据” 包括疾

病证据、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证据及用于判定疾病与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之间因果关系证据［１４］ 。 因此， 疾病证据可包括

临床资料———临床表现、 相应的辅助检查、 鉴别诊断；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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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则涵盖了工作场所是否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 劳动者累

积接触水平、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程度； 疾病与职业接触

因果关系证据则是指理化、 毒理学资料， 健康效应发生的时

序性、 生物学效应的特异性及合理性、 剂量⁃效应关系以及可

干预原则等。 五是增加了职业病诊断参考工友旁证资料作为

职业病诊断证据之一的规定。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原国家卫生计

生委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印发加强农民工尘肺病

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６］ ２ 号） ［１５］ ， 要

求针对农民工尘肺病诊断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研究制订

具体办法， 简化诊断程序， 缩短诊断时间， 切实解决农民工

尘肺病诊断的实际困难。 该 《通知》 要求对劳动者有粉尘接

触史且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符合尘肺病特征的， 医疗

机构应当及时做出尘肺病相关临床诊断； 符合职业性尘肺病

相关诊断标准的，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尽快做出职业性尘肺

病诊断；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

必然联系的， 应当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 ［６ 号令］ 针对劳动

者因所需诊断资料不全等原因导致无法诊断职业病的， 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处理对策。 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在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提供的资料有异议， 或者无用人单位提供资料时， 可

参考劳动者自述或工友旁证资料、 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提供

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等， 作出职业病诊断结论； 仍不能作出

职业病诊断结论的， 可依据病人的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

果， 作出疾病的诊断， 并提出相关医学意见或者建议。 未备

案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 在诊疗活动中发现

劳动者的健康损害可能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时， 应及时告

知劳动者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六是强化职业

病诊断与救治的衔接。 ［６ 号令］ 强调， 对于确诊为职业病

者， 职业病诊断机构可以根据需要， 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用人单位提出专业建议， 告知职业病病人依法享有的职业健

康权益， 如职业病工伤医疗待遇、 伤残待遇等社会保障、 民

事赔偿权利、 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等。
在职业病诊断鉴定方面， 一是大幅缩短了职业病诊断鉴

定办理事项的时限， 从受理至鉴定书送达时限由一百一十天

减至六十天。 根据 ［６ 号令］ 的规定，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

结论有异议的， 应当在收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三十日内提

起首次职业病鉴定， 对首次鉴定仍有异议的， 应在收到职业

病鉴定书的十五日内向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出最终鉴定。
鉴定办事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资料审核。 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收到当事人鉴定申请需要向

原职业病诊断机构或者组织首次鉴定的办事机构调阅有关诊

断、 鉴定资料的， 相关机构应当在接到通知的十日内 （原为

十五日） 提交有关资料。 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进行医学检查

或现场调查的， 应当分别在三十日内完成， 医学检查和现场

调查时间不计算在职业病鉴定规定的期限内。 职业病鉴定办

事机构应当在受理鉴定申请之日起四十日内 （原为六十日）
组织鉴定、 形成鉴定结论并出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职业病鉴定书

应自出具之日起十日内 （原为二十日） 送达当事人。 二是进一步提

升了职业病诊断鉴定的效率。 将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应当经鉴定委

员会 “三分之二以上成员通过” 修改为 “半数以上成员通过”。
４ ７　 强化职业病诊断鉴定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６ 号令］
进一步强化了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的事中事后管理， 明

确了对职业病诊断机构监督检查的内容和时限， 强化了对职

业病诊断机构的质量控制工作。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监督检查

的内容包括： 法律法规、 标准的执行情况， 规章制度建立情

况， 备案的职业病诊断信息真实性， 按照备案的诊断项目开

展职业病诊断工作情况， 开展职业病诊断质量控制、 参加质

量控制评估及整改情况， 人员、 岗位职责落实和培训等情况，
以及职业病报告情况等。 关于监督检查时限， ［６ 号令］ 规

定， 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本辖区内的职

业病诊断机构进行抽查， 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每年

应当至少组织一次监督检查， 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日

常监督检查。 为加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质量控制， ［６ 号

令］ 明确将配套发布职业病诊断机构质量控制规范， 暨此以

细化职业病诊断机构条件、 职业病诊断医师及相关医疗卫生

技术人员配置要求、 工作场所要求、 仪器设备要求， 促进职

业病诊断机构的质量控制管理及制度的落实。
［６ 号令］ 明确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相关责任主体在职业

病诊断鉴定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 （１） 职业病

诊断机构包括并不限于： ① 未按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 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 ② 违反 《职业病防治法》 第八十

条、 第七十四条规定； ③违反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规定， 未建立职业病诊断管理制度、 未按照规定向劳动者公

开职业病诊断程序、 泄露劳动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及

资料、 未按照规定参加质量控制评估或者质量控制评估不合

格且未按要求整改、 拒不配合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等。
（２） 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违反 《职业病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规定， 收受职业病诊断争议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

他好处。 （３）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违反 《职业病防治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 未依法履行职责。
（４）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 疑似职业病病人

进行诊治， 拒不提供职业病诊断、 鉴定所需资料， 未按照规

定承担职业病诊断、 鉴定费用， 以及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
疑似职业病的， 分别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四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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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 ／ ｒｅｎｃａｉｒｅｎｓｈｉ ／ ｚｃｗｊ ／ ｚｈｕａｎｙｅｊｉｓｈｕｒｅｎ
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１５＿ ２７７３８５． ｈｔｍｌ．

［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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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等十一部法律的决

定》 第三次修正）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ｑｃｄｃ． ｏｒｇ ／ ｈｔｍ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７／ １１／ ２５３０． ｓｈｔｍｌ．

［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等七部法律的决定》 第四次修正）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ｊ．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９⁃０１ ／ １７ ／ ５９２＿ ２２７０６１． ｈｔｍｌ．

［６］ 卫生部． 关于试行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卫
防齐字 ［ ５７］ 第 １４５ 号） ［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８８ｅｃｂｆ８７ｂ９ｄ５２８ｅａ８１ｃ７７９ａｆ． ｈｔｍｌ．

［７］ 卫生部． 关于颁发 《职业病诊断管理办法》 的通知 （卫防字

［８４］ 第 １６ 号）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ｃ６ａｆ３７５７５ｆ０ｅ７ｃｄ１８４２５３６ｆｂ． ｈｔｍｌ．

［８］ 卫生部． 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 （卫防字

［１９８７］ 第 ８２ 号）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 ／ ９５８７５７１？ ｆｒ ＝Ａｌａｄｄｉｎ．

［９］ 国家卫生健康委．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２０２１］ 第 ６ 号） ［ＥＢ／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ｚｓ ／ ｓ７８４６ ／ ２０２１０１ ／ ｅｃｄａｅ１４ａｃ７ｃ６４０ｆｆｂ１１ａ２６ｄ１ｄｅ４ｃｂｅ３８．
ｓｈｔｍｌ．

［１０］ 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管理规

定的公告（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１ 号）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ｍ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Ｓ０４ ／ ＣＬ２１３８ ／ ３７１６７０．ｈｔｍｌ．

［１１］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

办法》等 ４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令 ［ ２０１９］ 第 ２ 号） ［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９⁃１０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３６９６３．ｈｔｍ．

［１２］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 的决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 ［２０１０］ 第 ５８６ 号）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０⁃１２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７７２１１５． ｈｔｍ．

［１３］ ＧＢ ／ Ｔ１６１８０—２０１４，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Ｓ］ ．
［１４］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发布推荐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职业病

诊断通则》 的通告 （国卫通 ［２０１４］ １２号） ［ＥＢ／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ｇｏｖ．ｃｎ ／ ｆｚｓ ／ ｓ７８５２ｄ ／ ２０１４１１ ／ ９ｂ５３６５３ａ４ｅ１４４３７２８ａ５２６７ｃｅ１４８ｆｅａ７２．
ｓｈｔｍｌ．

［１５］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 关于印发加强农

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６］ ２ 号）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 ／ ｚｙｊｋｓ ／ ｚｃｗｊ２／ ２０１６０１ ／ １１ｂｃ３５２ｄ８７７ｃ
４６ｂｄ９ｃｆ３３６２７８ｂ４ｆ３８３１．ｓ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１－２８）



名词术语使用规范

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 尚未通过审定的学科名词， 可选用最新版

《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 》、 《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 《中医药主题词表》 中的主题词。

对没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于文内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原词。

冠以外国人名的体征、 病名、 试验、 综合征、 方法、 手术等， 人名可以用中译名， 但人名后不加 “氏”

（单字名除外， 如福氏痢疾杆菌）； 也可用外文， 但人名后不加 “ ｓ”， 如 Ｂａｂｉｎｓｋｉ 征， 可写成巴宾斯基征， 不

写成 Ｂａｂｉｎｓｋｉ′ｓ 征及巴宾斯基氏征。

中西药名以最新版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和 《中国药品通用名称》 （均由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 为

准。 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 在题名及正文中药名一般不得使用商品名， 确需使用商品名时应先

注明其通用名称。

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使用。 如： ＤＮＡ、 ＲＮＡ、 ＨＢｓＡｇ、 ＰＣＲ、 ＣＴ、 ＷＢＣ 等。

不常用的、 尚未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以及原词过长且在文中多次出现者， 中文于文中第 １ 次出现时写出全

称， 在括号内写出缩略语； 外文缩略语于文中第 １ 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 在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

语， 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脑）、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ＳＡＳ）。

不超过 ４ 个汉字的名词不宜使用缩略语， 不可使用口头简称， 如将 “人工流产” 简称 “人流”。

中国地名以最新公布的行政区划名称为准， 外国地名的译名以新华社公开使用的译名为准。

复合名词用半字线连接， 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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