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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职业病防治医院、宜兴宜安职业病防治所、江阴华测职安门诊部、锡山区健安门诊部、无锡金卫

门诊部、无锡华康门诊部。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炜、焦建栋、孙纳、陈晓峰、石远、丁道正、唐敏珠、鲁春林、周晓、冯建

良、徐兆荣、郑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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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控制、职业健康检查活动全过程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服务的医疗，以及相关质控单位与监督部门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的质控与监督。 

注： 本文件所指职业健康检查服务的医疗机构简称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5982-201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6296.1-2018  声学测听方法  第1部分：纯音气导和骨导测听法 

GB/T 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Z 70-2015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GBZ 98-2020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 130-2020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 173-2006  职业卫生生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 

GBZ 188-2014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260-2014  职业禁忌证界定导则 

GBZ/T 325-2022  疑似职业病界定标准 

WS/T 225-2002  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收集与处理 

WS 308-2019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WS/T 312-2023  医院感染监测标准 

WS/T 367-2012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512-2016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职业健康检查  occupational medical examination 

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针对劳动者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健康影响和健康损害进行

临床医学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和可能的其他疾病和健康损害的医

疗行为，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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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通过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内部自查及外部监管，针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日常运行与业务管理全过

程开展质量管理活动。 

 

主检医师  examining physician 

负责确定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和周期，对职业健康检查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审核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

医生。 

 

技术负责人  person in charge of technology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内根据机构工作内容和职责，定期监督和检查本机构的技术内容、方法和各种技

术报告的正确性、科学性和规范性，负责职业健康检查全过程的技术决策、技术指导的人员。 

 

质量负责人  person in charge of quality 

负责职业健康检查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人员。依据机构质量管理要求制定年度质量管理计划并组织

实施。定期监督和检查本机构质量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及各部门年度质量计划执行情况，考核质控员的日

常质量监督工作，分析问题原因并制定整改方案，督促限期落实整改措施。 

 

结果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of result 

针对受检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整理分析、给出主检结论、告知劳动者、上报省、国家平台

信息系统全过程开展的质量管理活动。 

 

期间核查  intermediate checks 

根据规定程序，为了确定计量标准、标准物质或其他测量仪器是否保持其原有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4 总则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体检质量控制体系，从结构质量、检前质量、过程质量、结

果质量等层面，开展覆盖职业健康检查全过程的体检质量控制。 

5 结构质量控制 

组织机构要求 

5.1.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具有法人资格或经法人授权，其 高管理者应由法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的

人员担任，应对其出具的体检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1.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且证件均在有效期范

围内，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备案后，在资质范围内从事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当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自信息发生变化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变更信息。 

5.1.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设置或指定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成立质量管理组织，设置专兼职的质量控

制员，并有相应的任命文件，负责制定规章制度与日常管理，制定内、外部质控计划、实施方案和记录，

质控工作总结。 

5.1.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并维护其公正和诚信制度。确保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及其人员遵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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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客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

原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避免因人际关系、商业利益等不利因素造成的影响，确保职业健

康检查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5.1.5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保护用人单位及受检者秘密和所有权的制度，包括保护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相关电子信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及其人员应对其在职业健康检查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技术秘密以及受检者的个人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保密措施。 

人员要求 

5.2.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人员管理制度。对人员资格确认、任用、授权和能力保持等进行规范

管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与其人员建立正规劳动关系，明确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任职要

求和工作关系，使其满足岗位要求并获得所需的权力和资源，并建立职业健康检查专业人员技术档案。 

5.2.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设专（兼）职质量管理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职责明确，并有活动记录。 

5.2.3 具有与批准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如：内科（含职业病科）、外科、妇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影像科（含 X 射线诊断及超声波诊断）、检验科及护理等执业类

别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参与体检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应具有执业资格并按时注册，检查医生的工作内容

应与执业范围一致；医技人员的工作内容应与专业资质一致，主检医师由具有执业医师证书、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并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相关工作三年以上，熟悉职业卫生和

职业病诊断相关标准的人员担任。 

5.2.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需设技术负责人与质量负责人各一名（不得为同一人）。技术负责人应具有

卫生专业高级职称，为本机构在册人员，唯一执业地点在本机构；质控负责人应具有卫生专业高级职称，

为本机构在册人员，唯一执业地点在本机构。 

仪器设备要求 

5.3.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配备满足并符合申请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所必需的仪器设备，职业健康检

查所需仪器设备除备案必须仪器设备以外，其余仪器设备均可外包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完成相关检查

项目。 

5.3.2 仪器设备的种类、数量、性能、量程、精确度等技术指标应满足工作需要，并符合检定校准要

求。 

5.3.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委托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资质的单位对放射诊疗设备定期进行性能检测及

评价。 

5.3.4 医疗仪器、检验试剂以及消耗品的购置和使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5.3.5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保持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并专人负责保管，以确保设

备的配置维护和使用满足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要求。对职业健康检查的设备（包括用于测量环境条件等辅

助测量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及计量检定和校验，同时记录设备状态。 

5.3.6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对所使用的设备编制操作规程。 

5.3.7 职业健康检查的设备应由经过授权的人员操作并对其进行维护。若设备脱离了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的直接控制（如设备外借、外出体检），应确保该设备返回后，及时进行核查。出现故障或者异常时，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暂停使用该设备（宜加贴停用标识，以防止误用），直至修复并通过检定、校准及

核查表明设备能正常工作为止。同时核查这些缺陷或超出规定限度对之前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影响。 

5.3.8 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及时补充相关的信息，仪器档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

息： 

a) 仪器设备履历表，包括仪器设备名称、型号或规格、制造商、出厂编号、仪器设备唯一性识别

号、购置日期、验收日期、启用日期、放置地点、用途、主要技术指标、保管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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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仪器购置申请、说明书原件、产品合格证、保修单； 

c) 验收记录、安装调试报告； 

d) 检定/校准记录，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计划； 

e)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及维护规程； 

f) 使用、保养、维护、维修记录，并定期归档。 

场地设置要求 

5.4.1 具有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场所、候检场所和检验室，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每个独立

的检查室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场地设置应与体检功能的实现相符合，医检分离，布局合理。体检

场所应在醒目位置公示体检功能区布局和体检基本流程，引导标识应准确清晰。 

5.4.2 场地设置应符合 WS 308-2019 国家消防安全管理和 WS/T 312-2023 医院感染控制要求。 

5.4.3 室内环境应保持温度适宜，通风良好，采光良好，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2022 的规定。

声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3096-2008 中相应功能区分类的规定。 

5.4.4 实验室和其他辅助检查的环境，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生化、理化、血清免疫检验室具备有效的通风、排毒设施，检验区有生物安全标识，并符合相

关的生物安全要求； 

b) 检验区域布局合理，检验区和非检验区标识清晰，检验环境能够保证检验设备正常运行； 

c) 废弃物处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d) 静脉取血室消毒符合 GB 15982-2012、WS/T 367-2012 及 WS/T 512-2016 要求； 

e) 纯音听阈测试隔声室环境条件需符合 GB/T 16296.1-2018 的规定要求； 

f) X 射线读片室观片灯应符合 GBZ 70-2015 中附录 G的规定； 

g) X 射线等特殊检查室使用面积按 GBZ 130-2020 执行，X 线摄影检查室必须配备医、检双方放

射防护设施，应符合 GBZ 130-2020 的规定要求； 

h) 眼科检查应根据检查项目及需要设置暗室； 

i) 肺功能检查室通风良好，体检环境应有保护受检者隐私的相关设施，需要暴露受检者躯体的体

格检查和辅助仪器检查项目，应配置遮挡帘等设施。 

能力考核与培训 

5.5.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具备与申请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或项目相符合的临床检查及检验能力。从

事粉尘作业职业健康检查的阅片人员应具备尘肺诊断阅片能力；检查医师应具备针对性地对职业病危

害因素作用人体靶器官损害情况的检查能力；主检医师应对其申报的职业健康检查的各职业病危害因

素所致职业病、职业禁忌证有诊断能力和判断能力，应定期参加省市疾控组织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与

考核，并定期现场操作、模拟报告、室内质控、室间质评和专项的盲样检测等方式进行考核。 

5.5.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保持人员培训制度，确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目标，明确有关职业健

康检查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专业技术及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等相关内容的培训，并评价这些培训活

动的有效性。培训计划应满足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当前和预期的任务需要。 

5.5.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保留技术人员的相关资格、能力确认、授权、教育、培训的记录。 

管理制度要求 

5.6.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实施规范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围绕该体系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质

量，促进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5.6.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投诉管理制度，设置受理投诉岗位，公布投诉电话。 

5.6.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制定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确保管理体系要求融入职业健康检查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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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确保管理体系实现其预期结果，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客户要求。 

5.6.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每年度应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对本机构职业健康检查

质量管理要求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对收集的职业健康检查质量信息进行及时分析和反馈，对职业健康检

查质量问题和医疗安全风险进行预警，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及评估

机制。建立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自我评价与持续改进制度。促进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的持续改进，提升

用人单位及受检者满意度。 

5.6.5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工作规范和管理制度应包括质量控制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职业健康检查各项工作流程，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职业卫生、职业病诊

断国家标准、临床指南等书籍和其他职业健康检查作业指导书及质量管理流程、相关记录表格等。 

5.6.6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内部质量检查制度，对各科室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情况进行现场检

查和抽查建立本机构职业健康检查质量内部公示制度，对各科室职业健康检查质量关键指标的完成情

况予以内部公示。 

5.6.7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目录见附录 A。 

6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质量控制 

职业健康检查前质量控制 

6.1.1 体检 10 人以上应当签订委托协议书，10 人以下可由用人单位出具的介绍信代替。委托协议书

内容应包括：编号、委托单位、单位负责人姓名、单位地址、联系电话、委托检查类别、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种类、接触人数、健康检查的人数、检查项目、检查时间和地点、用人单位提交资料清单、委托

方和被委托方的责任和义务、委托方和被委托方盖章及经办人签字、委托日期。 

6.1.2 向用人单位收集的资料包括：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其接触人员名册（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年龄、工龄、工种、接触危害因素的化学名称、体检类别）、岗位（或工种）、接触时间、

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营业执照、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行业类别、经济类型、企业规模、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现状评价报告）。 

6.1.3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所需的相关资料，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确认应与用人单位提

供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一致，体检类别和检查项目应符合 GBZ 188-2014 的要求。 

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质量控制 

6.2.1 体检宜采用身份证登记受检者信息。问诊内容须完整，包括劳动者个人基本资料，职业史、既

往史、家族史及症状询问填写完整。 

6.2.2 一般医学生理指标检测，血压、脉率等，记录应准确、规范，检查者签名无缺漏。 

6.2.3 体格检查操作规范、准确，检查内容全面，按照 GBZ 188-2014 执行。职业健康检查的项目、周

期需严格按照 GBZ 188-2014 执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按照 GBZ 98-2020 执行，检查者签名无

缺漏。 

6.2.4 必检项目无缺漏，选检项目、额外增加项目需有说明（委托协议书中注明）。 

6.2.5 功能检查与实验室检查项目描述应规范，结论准确，检查者签名无缺漏。 

6.2.6 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复查项目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长不超过一个月，若超过一个月未复查

可以由主检医师按照首次体检结果下体检结论，粉尘作业相关的胸片的复查时间根据主检医师的要求

完成。 

6.2.7 实验室检查内容及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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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依据相关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规定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及检验项目的作业

指导书，遵照实施并进行记录； 

b) 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关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内规定的要求； 

c) 职业健康检查涉及的生物监测指标应参照 GBZ/T 173-2006 要求开展检验工作； 

d)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保持实验室质量控制制度，定期开展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及参加

实验室能力验证或室间质评（室间质控）活动； 

e) 应遵循临检质控中心的各项要求，通过分析质量控制数据，当发现偏离预先判据时，应采取有

计划的措施来纠正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错误的结果。质量控制应有适当的方法和计划并加以

评价； 

f)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保持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质控物）管理制度，定期检定、校准、 

维护保养，并及时记录，必要时对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质控物）进行期间核查； 

g)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标本采集管理制度，以确保标本采集过程质量符合相关规定

的要求。如静脉采血时的采血部位、血液的采取顺序、抗凝剂的选择、标本送检及标本处理等

应符合 WS/T 225-2002 规定，以保证血液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 

h)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生物标本处置的管理制度，应有生物标本的标识系统，并在检

验整个期间保留该标识。标本在运输、接收、制备、处置及存储过程中应予以控制和记录，以

保护生物标本的完整性并为用人单位及受检者保密； 

i) 实验室检查结果录入需格式规范，准确无误，录入者与审核者均需签名，且不能为同一人。 

6.2.8 其他辅助检查内容及要求如下： 

a) 辅助仪器检查包括心电图、肺功能、电测听、超声检查和射线检查等，各检查室应独立或相对

独立，医、检分离。检查过程中不得遗漏检查项目，按照各专业操作规程规范执行； 

b) 放射检查项目设置合理，先行告知受检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严格按照 GBZ 98-2020、GBZ 

173-2006、GBZ 130-2020 相关条款执行； 

c) 电测听检查和肺功能检查应有检查操作方法的告知，电测听检查严格按照 GB/T 16296.1-2018

的规定执行。 

6.2.9 外出体检内容及要求如下： 

a)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可以在执业登记机关辖区或者省卫生健康委指定区域内开展外出职业健康

检查； 

b)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在外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应提出相应的控制要求，以确保环境条件满足

职业健康检查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要求，必须具备与外出体检相适应的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

备和专用车辆等； 

c) 外出职业健康检查进行医学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测，必须保证检查质量并满足放射防护和

生物安全的管理要求。 

职业健康检查后质量控制 

6.3.1 检查报告的整理 

体检后形成了大量受检者体检信息，医务人员应借助信息系统对其进行归纳整理、统计分析，完成

对体检数据的 终评价。职业健康检查在完成检查后要及时整理体检者的职业史、导诊单等资料，并按

照受检者个人信息和检查时间、序号等整理、发放和归档。 

6.3.2 检查报告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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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应在体检结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体检报告的制作、审核，并将劳动者个

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书面告知用人单位，领取报告时要做好告知。 

6.3.3 疑似职业病与职业禁忌证报告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主检医师应按照GBZ/T 260-2014与GBZ/T 325-2022相关要求准确判定职业禁忌

证与疑似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明确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及重要异常结果（危急值）及时告

知的时间和制度并由专人负责执行。疑似职业病与职业禁忌证的告知书必须由劳动者本人签字确认。职

业健康检查工作情况，包括外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情况定期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 

7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质量控制 

个体检查 

7.1.1 体检报告应包含受检者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族别、婚否、

身份证号码、职业健康检查种类，工作单位及所接触的职业病有害因素种类（职业史）、体检基本项。 

7.1.2 各项检查内容记录规范、完整，必须有职业史内容和受检者签字。 

7.1.3 报告中各项结果应记录检查医师或操作者姓名和实施时间，应有手工签名或电子签名。 

7.1.4 体检结论应突出重点及个体化，不能偏离 GBZ 188-2014 要求的五种结论。 

7.1.5 个体体检报告应实行分级审核，共同负责，体检结论处须有主检医师签名。 

7.1.6 体检发现的阳性结果应包含专业医学解释或指导意见，应给出个性化处理意见。 

7.1.7 宜开展健康宣教、健康风险评估、健康干预等健康管理服务，应当关心、爱护劳动者，尊重和

保护劳动者的知情权及个人隐私。 

总结报告 

7.2.1 总结报告格式应规范，报告依据应全面，报告内容应全面完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受检

单位、职业健康检查种类、接触危害因素识别情况、应检人数、实检人数、检查时间和地点、发现的疑

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和其他疾病的人数汇总名单、处理建议。 

7.2.2 报告日期在规定的期限内，应有编制人、审核人和签发人签章，加盖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公章。 

职业健康检查档案管理 

7.3.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建立职业健康检查档案，在完成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告知、总结报

告发放完成后七日内完成所有资料归档，一企一档，对体检结果实现电子化管理。企业档案应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信息： 

a) 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书； 

b) 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营业执照、花名册、现场检测资料等）； 

c) 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总结报告和告知材料； 

d) 其他有关材料。 

7.3.2 体检报告应使用规范的医学名词术语以便于数据储存、统计和分析。 

7.3.3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告知函、签收单等及相关用人单位资料信息须有备份并保存，档案保存时

间应当自劳动者 后一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束之日起不少于 15 年。 

数据管理 

7.4.1 配备专（兼）职信息系统维护人员，建立信息化管理制度，做好网络安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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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信息系统维护人员定期检查数据上报各平台状况，体检软件、省职业病信息管理平台、国家网

报系统中职业健康检查人数、职业禁忌证人数和疑似职业病人数与实际体检人数均需保持一致，体检基

本信息完整，相关信息应根据 GB/T 20271-2006 要求保证信息安全。 

7.4.3 职业健康检查个案信息、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报送及时，疑似职业病信息 15 日内需报送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 

持续改进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每年应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的全市机构质量控制结果反馈，结合本文件

组织机构内部整改，保持机构整体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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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目录 

A.1 健康体检工作岗位职责 

应包括以下内容： 

—— 体检中心 高管理者岗位职责； 

—— 主检医师岗位职责； 

—— 技术负责人职责； 

—— 质量负责人职责； 

—— 体检中心前台岗位职责； 

—— 问诊医师岗位职责； 

—— 电测听室岗位职责； 

—— 肺功能室岗位职责； 

—— 血压测量岗岗位职责； 

—— 报告签发室岗位职责； 

—— 护士岗位职责； 

—— 医师岗位职责 （含内、外、妇、眼、耳鼻喉、口腔、皮肤等）； 

—— 技师岗位职责 （含 X 线诊断、心电诊断、超声诊断及检验）； 

—— 质控人员（由各专业人员兼）工作职责； 

—— 仪器设备管理员工作职责； 

—— 档案管理员工作职责。 

A.2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制度 

应包括以下内容： 

——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公正与诚信制度； 

—— 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工作制度； 

—— 保护用人单位及受检者秘密和所有权管理制度； 

—— 职业健康体检档案管理制度； 

—— 职业健康检查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制度； 

—— 职业健康检查告知制度； 

—— 业务培训制度； 

—— 职业健康监护质量管理制度； 

—— 专用章使用管理制度； 

——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审核签发制度； 

—— 职业病与疑似职业病报告制度； 

——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 安全管理制度； 

—— 投诉管理制度； 

—— 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制度； 

—— 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收集、更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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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急预案 

主要的应急程序： 

—— 医护人员发生针刺伤时的应急程序； 

—— 处理投诉及纠纷的应急程序； 

—— 受检者发生低血糖、突发晕厥、虚脱的应急程序； 

—— 体检中心工作人员紧急调配预案； 

—— 重大意外伤害事件的应急程序。 

A.4 相关表格资料 

应包括以下内容： 

——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合同（协议）； 

—— 职业健康检查表； 

—— 职业健康检查复查通知书； 

—— 疑似职业病告知书； 

—— 职业禁忌证告知书； 

—— 疑似职业病报告单； 

—— 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 报告表； 

—— 年度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表； 

—— 年度职业健康检查发现职业禁忌人员汇总表； 

—— 年度职业健康检查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汇总表。 

A.5 附件（支持资料） 

应包括以下内容： 

—— 高管理者授权书； 

—— 技术负责人任命书； 

—— 质量负责人任命书； 

—— 主检医师任命书； 

—— 内审员、质量监督员任命书； 

—— 授权签字人任命书及签字识别； 

—— 职业健康检查人员一览表； 

—— 职业健康检查方法和检验方法一览表； 

—— 职业健康监护适用法规/标准一览表； 

—— 职业健康检查和检验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 

——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场所平面图； 

—— 职业健康检查流程图； 

—— 职业健康检查须知； 

—— 获得的资质/认可/认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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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流程 

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流程见图B.1。 

 

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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