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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18个《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今年宣传周活

动以线上活动为主，线下为辅，原则上不举办大规模线

下活动。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合制作该课件，旨在普及职业健康知识，提高广大劳

动者职业健康意识，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

责任，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围。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基本概念与知识

职业病危害防控常识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要点

  

主

内
容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法 律 法 规
1.宪法

2.职业病防治法                      （主席令第52号）

3.劳动法                                （主席令第24号）

4.劳动合同法                          （主席令第73号）

5.安全生产法                          （主席令第13号）

6.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主席令第6号）

7.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主席令第38号）

8.尘肺病防治条例                                       （国发〔1987〕105号）

9.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第352号）

10.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

11.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第619号）



部 门 规 章
1.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7号）

2.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8号）

3.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9号）

4.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0号）

5.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73号）

6.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0号）

7.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91号）

8.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

9.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人社部令第21号）

10.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

11.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5号） 



   1.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年）（国办发〔2016〕100号）

2.卫生部关于发布《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的通知（卫法监发〔1999〕

第620号）

3.卫生部关于印发《高毒物品目录》的通知（卫法监发 〔2003〕142号）

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

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号）

5.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号）

6.国家卫生计生委等4部门关于印发《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通知（国卫疾控

发〔2013〕48号）

7.关于印发《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的通知（国卫疾控发〔2015〕92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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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文件



9.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

总厅安健〔2013〕171号）

10.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

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1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

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6号）

12.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

1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修改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的通

知（安监总厅安健〔2018〕3号）



14.卫生部关于印发《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文件的通知

（卫监督发〔2012〕25号）

15.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

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39号）

16.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管理规范》

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实验室布局与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

安健〔2015〕93号）

17.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

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6〕9号）



基本概念与知识



、

1.职业病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

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

而引起的疾病。

构成职业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患病主体必须是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体经济组织的
劳动者
（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3）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物
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而引起的
（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的职业病



职业病的特点

（1）病因明确。大多可以检测和识别。

（2）有剂量一反应关系。

（3）常群体性发病，很少出现个别

 病人。

（4）可预防难治疗。大多数职业病难

以治愈。

（5）临床表现上有一定特征。每种职业病临床表现常有独特

性。



、

职业病分10大类132种（国卫疾控发〔2013〕48号）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19种；（2）职

业性皮肤病9种；（3）职业性眼病3种；（4）职业性耳鼻喉

口腔疾病4种；（5）职业性化学中毒60种；（6）物理因素

所致职业病7种；（7）职业性放射性疾病11种；（8）职业

性传染病5种；（9）职业性肿瘤11种；（10）其他职业病3

种。

      (1)(2)(5)(7)中各包含1个开放性条款。



职业病三级预防

一级预防：又称病因预防，采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的工艺、

技术、设备和材料，合理利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及个人职业病

防护用品，减少劳动者职业接触的机会和程度，预防和控制

职业病危害的发生。

二级预防：又称发病预防，通过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结合环境中职业性有害因素监测，以便早期发现劳动者所遭

受的职业危害。

 三级预防：又称控病预防,对患有职业病和遭受职业伤害的

劳动者进行合理的治疗和康复。       

                     



、

2.职业健康监护

      是指根据劳动者的职业接触史，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医

学健康检查和健康相关资料的收集，连续监测劳动者健康状

况的一种职业健康管理行为。目的是分析劳动者健康变化与

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并及时地将健康检查和资

料分析结果报告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以便及时采取干

预措施，保护劳动者健康。

       职业健康监护包括：（1）职业健康检查； （2）应急

职业健康检查；（3）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



、

3.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对拟从事或正在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医学检查的行

为，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健康检查。不包括应

急以及离岗后健康检查。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1）早期发现职业禁忌证、

职业病等健康损害；（2）识别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高危

人群，观察职业病及健康损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分布情况；

（3）评价职业病防治措施的效果。



、

4.职业禁忌

    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

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

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

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

理状态。



、

5.职业病危害：对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

的各种危害。

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

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有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6大类459种（国卫疾控发〔2015〕92号）

（1）粉尘52种；（2）化学因素375种；（3）物理因素15

种；（4）放射性因素8种；（5）生物因素6种；（6）其他

因素3种。

  (1)(2)(3)(4)(5)中各包含1个开放性条款。



、

6.职业性有害因素
      在职业活动中产生和（或）存在、可能对职业人群健康、

安全和作业能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或条件。

（1）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①化学因素：粉尘、毒物等

②物理因素：不良气象条件、噪声、放射线等

③生物因素：炭疽杆菌、真菌、生物传染性病原物等。

（2）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劳动作息制度不合理、职业

紧张、劳动强度大、个别器官或系统紧张、不合理工具等。

（3）自然环境：车间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等。



职业病危害防控常识



工艺改进、设备更新减少有毒原料使用量；使用

无毒、低毒原料替代高毒原料。

设计布局改进：隔离、分区作业等；通风、除尘

降噪，生产设备密闭化、管道化。

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减少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接触和吸收。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措施

消除取代

               

    

       

       

工程控制

个人防护

定期体检



粉尘危害及控制

粉尘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固体微粒。习惯上对粉尘有许多名称，如灰

尘、尘埃、烟尘、矿尘、砂尘、粉末等，这些名词没有明显的界限

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粒径小于75μm的

固体悬浮物定义为粉尘。在大气中粉尘的

存在是保持地球温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大

气中过多或过少的粉尘将对环境产生灾难

性的影响。但在生活和工作中，生产性粉

尘是人类健康的天敌，是诱发多种疾病的

主要原因。



革 、水 、密、 风、护、管、教、查      八 步 防 尘

“革”即革新工艺与设备消除或减弱粉尘发生源

“密”即密闭尘源，抽风除尘，防止粉尘外扬

 “护”即加强个人防护和增强体质

 “查”即体检、检（监）测、检查

“水”即湿式作业抑制粉尘和粉尘扩散

“风”即通风，自然通风系统和机械通风装置

 “管”即加强防尘工作的技术管理

 “教”即做好防尘工作的宣传教育



从事粉尘作业的人员按规定佩戴符合技术要求

的防尘口罩、防尘面具、防尘头盔、防护服等

防护用品，这也是防止粉尘进入人体的最后一

道防线，佩戴防尘口罩可以有效减轻粉尘对呼

吸系统的危害，隔绝粉尘进入呼吸道，最大程

度地保护我们的呼吸健康，所以在粉尘环境下

佩戴防尘口罩是十分有必要的。

防尘口罩

配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工人吸

入有害物的浓度，以达到一个可以

接受的、对身体无害的浓度水平。

口罩把空气中的粉尘隔绝在外，以

保证身体健康。



毒物危害及控制

毒物指原料、半成品、成品、副产品或废弃物存在于生产中进入人体后，

能与人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破坏正常生理功能，引起功能障碍、

疾病、甚至死亡的化学物质。

原料和生产辅助材料：原料本身就是有毒

物质，如油漆中的溶剂（苯及同系物），

压铸铅字用的铅。

成品、半成品或副产品：例如铅、汞的开

采和冶炼，氯、氨、二氧化碳。

中间体及反应产物：有时原料和产品无毒，

而中间体和反应产物有毒， 如一氧化碳。

废气、废水、废渣



毒物危害及控制

控制要从源头抓起

3

密闭化生产
通风净化

2

以无毒、低
毒原料代替
有毒、高毒

原料

4

隔离操作
自动化控制

1

采用新技术

改进落后生

产工艺

5

个人防护措施
定期体检



防毒面具

过滤式防毒面具

隔绝式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主要是由过滤元件、罩体、眼窗、

呼气通话装置以及头带等部件组成，它们各

有各的职责，同时又能默契配合。

构成

用途

用于对人员的呼吸器官、眼睛及面部皮肤提

供有效防护，防毒面罩可以根据防护要求分

别选用各种型号的滤毒罐，应用在化工、仓

库、科研、各种有毒、有害的作业环境。



噪声危害

噪声：指不同频率和不同强度、无规律地组合在一起的声音，有嘈杂刺

耳的感觉，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有害。

生产性噪声：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声音。

噪声不仅会影响听力，而且还对人的

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有人称噪声为

“致人死命的慢性毒药”。

噪声具有局部性、暂时性和多发性的特点，往往给人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危害。



01 控制和消除噪声源

防止噪声危害的根本措施,采用无声或低声设备代替高噪声的

设备，提高机器的精密度，减少机器部件的撞击、摩擦和振

动，在进行厂房设计时，应合理地配置声源，远置噪声源如

风机、电动机等。

02 控制噪声的传播

吸声，采用吸声材料装饰车间内表面，吸收声能； 

消声，使用阻止声音传播而允许气流通过的消声器降低空气动力噪声；

隔声，可以利用一定的材料和装置，把声源封闭；

隔振，在机械基础和联结处设减振装置，如胶垫、沥青。

03 卫生防护措施

加强个人防护，对于噪声不能控制、需要在高噪声条件下

工作的，佩戴个人防护用品是防止噪声危害的有效措施。

噪声控制措施



听觉器官防护用品是能够防止噪声侵入外耳道，减少听力损伤的个体

防护用品。

主要有耳塞、耳罩和防噪声头盔三大类

防噪耳具

耳塞是最常用的一种，隔声效果可达 30dB 左右。

耳罩、防噪头盔的隔声效果优于耳塞，但使用时

不够方便，成本也较高，有待改进。



高温危害

高温指最高气温达35℃以上的天气现象，连续高温酷暑造成人体不适，影响生理、

心理健康，甚至引发疾病或死亡；高温作业是指在高气温或高温高湿或强热辐射

条件下进行的作业。

通常分为三种类型①高温、热辐射作业 ②高温、高湿作业 ③夏季露天作业 

日射病  高温辐射直接作用于人的头部引发的。从而使人

产生剧烈的头痛、头晕、眼花、耳鸣、恶心、呕吐等症状。

中暑  大量出汗而皮肤发凉，面色苍白或发红；脉搏微弱；

体温有可能保持正常或升高；昏迷，呕吐，疲惫无力或头

痛等。  

急性疾病  皮肤红、热、干；脉搏快而微弱；呼吸快而微

弱；有可能失去意识。

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

中枢的兴奋性增高，

由此引起的动作的准

确性、协调性降低和

反应速度减慢、注意

力不集中等，容易造

成工伤事故发生 。



高温控制措施

◆ 减轻热源的影响、热屏蔽
◆ 使用隔热材料；石棉、炉渣、泡沫砖等工艺技术措施

 自然通风：如天窗、开敞式厂房，还可以在屋顶上装风帽。
 机械式通风：如风扇、岗位送风
 安装空调

通风降温

个人防护用品：应采用结实、耐热、透气性好的织物制
作工作服，并根据不同作业的需求，供给工作帽、防护
眼镜、面罩等。

个人防护

从预防的角度，要做好高温作业人员上岗前和入暑前职业
健康检查，凡有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
统疾病等高温禁忌证者，一般不宜从事高温作业，应给予
适当的防治处理。

健康监护



振动危害

振动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普遍

如铆钉机、凿岩机、风铲等风动工具；

电钻、电锯、砂轮机、抛光机、研磨机等电动工具；

内燃机车、船舶、摩托车等运输工具；

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

振动可使作业能力下降，影响听力和手眼动作配合的

准确度，影响注意力集中，容易疲劳，导致工作效率

降低。

局部振动对人体的危害 局部振动对机体的影响是全身

性的，可引起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骨骼 - 肌肉系

统、听觉器官、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多方面改变。

机体组织对振动波的导性优劣顺序是：骨结缔组织、软骨、肌肉、腺组织和脑等



振动控制措施

上岗前和在岗期间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以便及时发
现和处理受振动损
伤职工，职业健康
检查周期为2年/次。

改革工艺

用液压、焊接、粘接代
替铆接；
改进风动工具，采用有
效减振措施；
采用自动、半自动操纵
装置，减少直接接触振
动体。

个体防护

劳动制度

定期体检

振动作业工人应佩戴
双层衬垫无指手套或
衬垫泡沫塑料的无指
手套，以减振保暖。

按接触振动的强度和频
率，订立工间休息及定
期轮换制度，并对日接
触振动时间给予一定限
制。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要点



第三条   职业病防治
工作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方针，建
立用人单位负责、行
政机关监管、行业自
律、职工参与和社会
监督的机制，实行分
类管理、综合治理。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职业病
防治责任制，加强对
职业病防治的管理，
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
，对本单位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承担责任。 

第六条 用人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对
本单位的职业病
防治工作全面负
责。 

《职业病防治法》关于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综合性表述有：

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全面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一）履行法定职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遵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落实职业病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

前期预防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保证工作场所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适应的设施；

生产布局合理，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的原则；

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关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其他要求



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

采取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为劳动者提供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设置公告栏、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设置报警装置和配置现场急救设施

优先采用有利于防治职业病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 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
职业卫生教育培训权；

职业健康检查（诊疗、康复）权；

危害知情权（危害因素、危害后果、防护措施）；

 防护权（防护设施、防护用品、改善工作条件）；

  批评、检举、控告权；

  拒绝违章作业权；

  参与职业卫生民主管理权。

      用人单位因劳动者依法行使正当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

待遇或者解除、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其行为无效。



职业病病人的待遇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

查。

 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病人，应当调离原岗位，并

妥善安置。

 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给予适当

岗位津贴。

 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其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变。

、



 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职业病病人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该

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在发生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情形时，应当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安置职业病病人。

 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
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
活等方面的救助。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其他措
施，使前款规定的职业病病人获得医疗救治。

职业病病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



、

（二）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工作
     1.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为全面开展健康泰安行动，加快推进健康泰安建设，2020年1月23日，

市政府印发了《实施健康泰安行动加快推进健康泰安建设工作方案》

（泰政发〔2020〕4号），在全市组织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等15个行动。

   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完善职业病防治法规标准体系。倡导健康

工作方式，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预防和控制职业病

危害。积极开展“健康企业”建设，鼓励用人单位开展职工健康管理。

加强职业健康监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平台开展“互联网+职

业健康”信息化建设，建立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大数据平台，提高监管

效率。加强尘肺病等职业病救治保障，到2022年和2030年，接触粉尘时

间不足5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总例数的比例明显持

续下降。



      2.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
   按照全国全省统一部署，2019年11月27日，市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

联合下发《泰安市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泰卫发〔2019〕55
号），在全市组织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五大行动：（1）粉尘危害专项治
理行动；（2）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行动；（3）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行动；
（4）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行动；（5）防治技术能力提升行动。

    
对用人单位而言，到2020年底煤矿、非煤矿
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粉尘危害专项治
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
单位粉尘危害申报率、粉尘浓度定期检测率、
接尘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以及主
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
率均达到95%以上，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达
到80%以上，新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实施率和用人单位监督检查覆盖
率均达到95%以上，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明
显减少。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行动
        1.用人单位依法设置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开展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和现状评价，设置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备设施，加强劳动者个体防护和职业健康监

护等工作，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2.用人单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劳动者缴纳

工伤保险，合同中要说明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及防护措施；

在重点行业推行平等协商和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

制度，结合实施健康泰安、健康山东、健康中国战略，开展

健康企业建设。



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95%
以上；
2.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达
到95%以上；
3.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
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95%以上；
4.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
康管理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劳动者培训率均达到95%以上；
5.重点行业《劳动安全卫生集体
合同》签订率达到95%以上。

     3.重点行业领域尘毒危害专项治理
    2019年6月13日，市卫生健康委下发《泰安市矿山、冶金、化工、
建材、汽车制造、铅酸蓄电池生产等行业领域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工
作方案》（泰卫办发〔2019〕28号），从2019年6月开始至2020年11
月底，突出方案中所列重点行业领域，集中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治理，
要求这些重点行业领域的企业达到以下目标：



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2019年8月22日0时起正式启用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网址：
www.zybwhsb.com。 



      5.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一是对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
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
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相关医疗机构按照《职业病
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许可
有关规定，到当地行政审批
服务局（该事项未移交的，
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办理
有关手续。

二是其他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由
用人单位按照《职业病防
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自
行组织实施。

用人单位需及时将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情况告知当地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职业健康监管的科室。



（三）做细做实日常职业病防治工作

1.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要求

2. 职业病危害告知

3. 公告栏和警示标识

4. 职业卫生培训

5. 职业健康监护

6. 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7. 应急救援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要求

生产布局合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

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工作场所不得住人

有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防护设施 

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设施

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其他规定

职业危害因素强度、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设备、工具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心理健康要求



职业病危害告知

 劳动者在已订立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

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依照

前款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

条款。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

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用人单位违反前两款规定的，劳动者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



公告栏和警示标识

 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

防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

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职业卫生培训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

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

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

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

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劳动者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用人单位应当对其进行教育。

 劳动者应当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增强职业病防范意识，遵

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维护职业病防

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应当及

时报告。



职业健康监护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

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

合同。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l 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l 相应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l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l 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

l 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l 劳动者有权查阅、复印其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l 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并盖章)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

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

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

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

向劳动者公布。



应急救援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救

援和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处理；必要时

可以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救

治、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所需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急性

工业中毒造成的人员伤亡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