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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是为及时发现劳动者的职业禁忌和职业性

健康损害, 根据劳动者的职业接触史, 对劳动者进行针对性

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健康体检。 职业健康检查主要依据《职业健

康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令[2019]第2号) [1] 、 《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GBZ
 

188—2014)。 2013 年原北京市

卫生局发布的 《北京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规范》 (京卫疾控字

[2013]82号)中对如何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GBZ
 

188—2007)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规范。 《职业

健康检查技术规范》 (DB11 / T
 

1991—2022, 以下简称“标准”)
是依据 GBZ

 

188—2014 和《北京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规范》 (京

卫疾控字[2013]82号)等职业病相关法律法规、 卫生标准、 规

范和法规性文件的要求, 结合 GBZ
 

188 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

建议, 在广泛查阅相关文献、 征求国内同行专家意见、 多次

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制定而成。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标

准制定的负责单位,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

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参与了制定工作。 该地方标准的发布与实

施有利于规范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以提升北京市职业健

康监护和职业病防控工作能力。

1　 起草背景

1. 1　 检查技术的质量需求　 北京市现有 30 余家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 为全市 13
 

000 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服务。
职业健康检查不同于一般性的健康体检, 职业健康检查技术

水平和工作质量直接影响体检结果和结论, 职业健康检查工

作责任重大, 不能出现差错和责任事故。
1. 2　 检查技术可操作的细化需求 　 职业健康检查主要依据

GBZ
 

188—2014, 该规范对职业健康检查技术要求提出了原则

性的内容, 但一些规范性的要求无具体内容和说明, 易造成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技术要求无章可循,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规

范性工作难以控制, 存在技术风险, 同时也给卫生行政管理

部门正常的监督管理带来了困难, 导致相关要求无法落实。
1. 3　 地方性常见危害的需求　 针对北京市职业健康检查全过

程工作中的基本要求, 检查前准备, 检查中、 检查后结果报

告等环节的全过程技术要求, 以及 GBZ
 

188—2014 中未包含

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否需要开展健康监护、 进行职业健

康检查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制定一适用于北京市辖区内从

事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规范性工作地方标准。 对如

何确定检查类别和内容以及选择检查指标, 针对 GBZ
 

188—
2014 中未包括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如何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通过专家评估等诸多问题, 经过组织专家研讨确定。 依据

GBZ
 

188—2014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界定原

则、 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职业健康监护方法和检

查指标的确定原则, 地方标准中对劳动者接触其他相关职业

病危害因素提出的致慢性中毒性周围神经系统疾病、 呼吸系

统疾病、 接触性皮炎、 肝病、 肾病的化学物质和溴丙烷、 硬

金属粉尘以及职业接触(锡、 铁、 锑、 钡) 及其化合物粉尘、
低温作业、 冷水作业、 刮研作业[2] 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制定了

职业健康检查的技术规范方法。
1. 4　 体检文书的规范性需求　 对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签

收单 / 送达函》 及 《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告知 / 通知书》
《复查通知书》 等报告的格式与内容, 进行统一、 规范化要

求。 进一步明确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责, 应以适当的方式向

用人单位、 劳动者提供和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健康信息, 提出

改善作业环境条件和加强个体防护建议与切实可行的改进措

施, 在开展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等方面需提出相应的规

范要求。
1. 5　 监督执法的需求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不仅为职业健

康检查机构提供了规范化的技术依据和标准, 有效防止职业

健康检查出现差错, 提高职业健康检查质量, 还可为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备案、 年检、 复审及卫生

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 可极大地促进职

业健康检查技术的标准化管理, 有效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利于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2　 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科学性、 实用性、 统一性、 规范性”
的原则, 根据国家职业病相关法律法规、 职业卫生健康标准、
规范和法规性文件的要求, 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进行制定。
技术要求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 标准、 规范相一致, 突出

职业健康检查技术的规范要求, 使内容更科学、 全面、 实用,
更具操作性。
2. 1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健康检查的基本要求

以及检查前、 检查中、 检查后等环节的技术要求, 符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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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工作流程, 与GBZ
 

188 要求一致, 注重规范性、 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2. 2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的包括接触致慢性化学物中毒

性周围神经病、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皮肤病、 中毒

性肝病、 中毒性肾病、 1-溴丙烷等有害化学物质、 硬金属粉

尘、 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锡、 铁、 锑、 钡及其化合物等)、
低温和冷水作业、 刮研作业等特殊作业的职业健康检查与现

行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2013]48号)以及职业

病诊断标准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与作业相对应、 检查方法与目

标疾病判定与 GBZ
 

188 和相关标准要求相统一。
2. 3　 适用原则 　 明确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签收 / 送达、
疑似职业病告知 / 通知、 职业禁忌证告知 / 通知、 复查通知等

内容、 格式和工作要求, 符合《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检查

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令[2019]第2号)和 GBZ
 

188 等法

律法规、 规范、 标准的要求。

3　 主要内容

3. 1　 范围　 规定了职业健康检查的基本要求以及检查前、 检

查中、 检查后等环节的技术要求, 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 GB / T

 

1. 1—2020) 的要求,
本标准中采用了引用其他标准规范内容的形式。 重点列出了

GBZ
 

188 中未列出的有关皮肤病、 皮炎、 黑变病、 化学性灼

伤、 痤疮、 皮肤溃疡、 白斑以及中毒性周围神经病、 肝病、
呼吸系统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肾病、 冻伤、 硬金属肺病、
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着病、 股静脉血栓综合征、 股动脉

闭塞症或淋巴管闭塞症等职业病诊断标准[3-19] 和有关低温和冷

水作业地方标准等[20] 。
3. 3　 基本要求　 规定了职业健康检查基本要求、 签订委托协

议书、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和职责等, 明确了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的报告和告知及尊重、 保护受检者的知情权

与个人隐私, 应向受检单位、 受检者提供和解释个体和群体

的健康信息, 提出改善作业环境条件和加强个体防护建议与

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开展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等。
3. 4　 检查前准备　 明确检查类别、 检查内容、 签订协议、 检

查前登记、 检查人员及设备配备等内容, 确定检查类别和内

容的方法。
3. 4. 1　 确定检查类别及项目　 按照受检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 职业健康检查分为接触粉尘类、 化学因素类、 物理因

素类、 生物因素类、 放射因素类和其他类(特殊作业等)。 每

类中包含不同检查项目, 应符合 GBZ
 

188 及本标准的 《附录

A(规范性)接触有害化学、 物理因素及特殊作业相关人员职业

健康检查》 要求。 附录 A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职业健康监护方法和检查指标, 依据现行的《职业病分类和目

录》(国卫疾控发[2013]48号)以及职业病诊断标准中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相对应, 参考近年来颁布的职业病诊断标准和有关

地方标准以及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的界定标准[21-22] 。

3. 4. 2　 确定检查内容　 根据受检者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

时和应急健康检查等不同类别, 按照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目标疾病, 确定每位受检者的检查内容。 GBZ
 

188 中已列

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按标准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GBZ
 

188 未

列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需要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 应考虑该

因素的健康损害特点, 按照附录 A(规范性) 确定检查内容。
对接触≥2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 按照相应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别确定检查内容; 接触某种化学物质致≥2 个靶器官

损伤时, 需分别确定相应检测项目。
检查内容包括常规和特殊医学检查项目。 常规医学检查

内容包括受检者个人基本信息资料、 一般医学生理指标的检

测、 症状询问、 体格检查、 实验室和其他常规检查, 实验室

和其他检查包括必检和选检项目。
3. 5　 检查　 规定了核实受检者信息和一般医学生理指标检

查, 症状询问方法以及内科、 神经科、 外科、 眼科、 口腔科、
耳科、 鼻及喉科、 皮肤科等检查方法, 形成科室结论和建议

等; 明确心电图、 肺功能、 纯音听阈测试、 超声和胸部 X 线

摄片等检查规范。
3. 6　 检查结果报告 　 规定了检查结果报告种类和报告要求。
总结报告应包括受检单位基本情况、 体检依据、 职业病危害

因素、 检查种类、 项目、 应检人数、 受检人数、 检查时间和

地点, 检查工作的实施情况, 发现的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

证和其他疾病的人数和汇总名单、 处理建议等, 将受检者职

业健康检查结果、 复查人员以及处置建议、 职业禁忌证和疑

似职业病人员及处理意见、 其他疾病或异常人员及处理意见、
部分项目未检人员及处理意见等相关内容以附表和附件的形

式列出。
检查时发现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单项或多项异常, 需要复

查确定者, 应明确复查的内容和时间。 必要时可增加其他检

查项目。 仍不能确定为目标疾病者, 可建议作为重点监护人

群, 增加监护频次。
3. 7　 报告管理要求和附录　 规定报告的审核和签发、 发放与

签收、 存档等。 明确附录 A 《接触有害化学、 物理因素及特

殊作业相关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规范性)、 附录 B 《职业健

康检查结果报告签收单 / 送达函》、 附录 C 《疑似职业病告知 /
通知书》、 附录 D 《职业禁忌证告知 / 通知书》、 附录 E 《复查

通知书》 的格式和内容。

4　 标准实施建议

职业健康检查是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的重要手段。 职业

健康检查专业性强、 工作环节多、 技术要求高, 技术水平和

工作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体检的结果和结论, 稍有不慎还会涉

及法律诉讼。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健康检查的基本要求以及检

查前、 检查中、 检查后等环节诸多的技术要求, 具有较强的

科学性、 实用性、 可操作性, 将极大地推进北京市职业健康

检查工作科学化、 标准化、 规范化, 促进用人单位深入开展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建议加大本标准的宣贯, 通过规范化的

工作提升北京市职业健康检查的能力和水平, 减少和避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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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差错, 推进北京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体系的建设。

5　 标准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5. 1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辖区内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

生机构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适用于北京市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在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的技术规范管理, 以及监督部

门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监督检查等。
5. 2　 本标准规定了各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基本要求

以及检查前、 检查中、 检查后等工作环节全过程的技术要求。
5. 3　 本标准附录 B(资料性)中涉及到的体检文书及模版仅对

内容项进行规范和要求, 为推荐模版, 各检查机构根据实际工

作按要求进行, 可引用模版, 但标准中要求的内容项不能缺失。

6　 结　 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健康

检查和职业病诊断工作管理的通知》 [23] , 要求实施全链条综

合监管, 切实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合法权益。 职业病防治事

关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何将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做到实处, 医疗机构如何适应社会生产发展需要, 科学规范

地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们应增强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 不断提

升职业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尽职尽责地为用人单位提供优质

服务, 增进广大劳动者的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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