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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知识》课堂笔记－第十四讲职业危害与职业

病管理 第六章 职业危害与职业病管理 第三节 职业危害申报

及职业病报告 大纲要求： 检验应考人员对职业危害因素与职

业病的了解程度；对职业危害因素监测的掌握程度；对作业

场所卫生评价的了解程度；对职业危害申报的掌握程度和对

职业病报告的了解程度。 本章大纲变化情况： 1、更改

：2004大纲“第六章、第二节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及

控制；”更改为2005大纲“第六章，第二节 职业危害评价与

管理，第三节 职业危害申报及职业病报告”。 考试内容： 第

三节 职业危害申报及职业病报告 1．掌握职业危害申报内容

、程序； 2．了解职业病报告内容。 本讲大纲变化情况： 本

节是新增内容 本讲要点： 1、 职业健康监护 2、 职业病危害

申报内容与程序 3、职业病报告的内容 内容讲解： 一、职业

健康监护 第三节 职业危害申报及职业病报告 一、职业健康监

护 职业健康监护对从业人员来说是一项预防性措施，是法律

赋予从业人员的权利，是用人单位必须对从业人员承担的义

务。其主要内容包括：职业卫生教育与培训；职业健康检查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从业人员健康监护信息管理。 1

．职业卫生教育与培训 用人单位应对从业人员上岗前、在岗

期间进行定期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使他们了解并遵守职

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正确地使用、维护

防护设备、个人防护用品，了解从业人员依法享有的职业卫



生权利。 2．职业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应包括上岗前的健康检

查，接触危害因素从业人员的定期健康检查，离岗时健康检

查。用人单位发生分合、解散、破产时，亦应对接触职业危

害因素的工人进行健康检查。 检查项目及周期应按所接触的

职业危害因素类别、国家规定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周期

》进行。检查中，发现有职业禁忌症者，不得从事所禁忌的

作业或调离所禁忌的作业，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者，应按

要求进行复查和医学观察。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应按规定报

告，并安排进行职业病诊断或医学观察。用人单位应及时将

健康检查结果如实告知。 3．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用人单位应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每人1份。档案内容包括： (1)从业

人员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 (2)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3)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 (4)职业病诊疗等有关健康资料。 用人单位应妥善保存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从业人员有权查阅、复印本人的职业健康档

案，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4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管理 健全的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管理制度

，有利于早期发现医学禁忌症、疑似职业病病人，对保护从

业人员的健康有重要意义。 二、职业病危害申报内容与程序 

二、职业病危害申报内容与程序 《职业病防治法》中对职业

危害申报与职业病报告均做出规定，并于2002年3月以卫生部

令的形式，相应发布了配套规章《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

办法》。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四条要求“在卫生行政部门

中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制度。用人单位设有依法公布

的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项目的，应当及时、如实向

卫生行政部门申报，接受监督⋯⋯”第六十四条规定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的

具体办法。 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要求 存在或者产生职业

病危害项目的用人单位，依据相关法规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

。其中，职业病危害项目是指存在或者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按照卫生部发布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分类目录》确定。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

，用人单位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

，应当在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用人

单位申报后，因采用的生产技术、工艺、材料等变更导致所

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改变的，应当在变

更后30日内向原申报机关申报变更内容；用人单位终止生产

经营时，应当向原申报机关办理申报注销手续。 2．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内容 (1)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 (2)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浓度或强度； (3)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生产技术、工艺和材料； (4)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急救援

设施。 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应提交的材料 《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表》及有关材料。《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由卫

生行政部门统一制作，表内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以下资料： (1)

基本情况表； (2)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表； (3)主要产品的名

称和产量； (4)主要原、辅料及中间品的名称和消耗量(产量)

； (5)生产工艺流程图； (6)其他需提交的资料(可列出)； (7)

由法定资质职业卫生服务机构出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

告； (8)存在毒物作业项目的提交职业中毒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程序 (1)用人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

级卫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 (2)卫生行政部门受理

申报，并根据需要进行现场核实； (3)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收

到申报材料后5个工作日之内，出具《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

回执》。 5．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受理 根据《关于印发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内设机构主要职责处室设置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安监总办字[2005]11号)和《关于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卫监督发[2005]31号)，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 三、职业

病报告的内容 三、职业病报告的内容 《职业病防治法》中对

职业病报告职责及违法处罚做了规定，对职业危害事故报告

、事故处理及法律责任均做了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于1989年1

月1日起执行《职业病报告办法》。在未颁布新的职业病报告

办法之前，该办法仍然使用。 1．《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

职业病报告职责及法律责任 1)职业病报告的职责 《职业病防

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了职业病报告的职责：

(1)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

病人时，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确诊为职业

病的，用人单位还应当向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 (2)

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依法做

出处理。 (3)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职业病统计报告的管理工作，并按照规定上报。 2)

违法处罚 《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五条规定了

违反职业病报告规定的罚则： (1)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未

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疑似职业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弄虚作



假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

处分。 (2)卫生行政部门不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

事故的，由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

警告；虚报、瞒报的，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

分。 2．职业病报告办法 《职业病报告办法》中规定的职业

病报告办法、程序与时限归纳如下： (1)职业病报告实行以地

方为主逐级上报的办法，不论是隶属国务院各部门，还是地

方的企、事业单位发生的职业病，一律由所在地区的卫生监

督机构统一汇总上报。 (2)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

业病研究所负责全国职业病统计、分析报告工作。 (3)地方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指定相应的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所)或

卫生防疫机构(以下简称卫生监督机构)负责职业病报告工作

，被指定的单位应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具体工作。 (4)急性

职业病由最初接诊的任何医疗卫生机构在24 h之内向患者单

位所在地的卫生监督机构发出《职业病报告卡》。 (5)尘肺病

患者死亡后，由死者所在单位填写《尘肺病报告卡》，在15

日内报所在地的卫生监督机构。 (6)凡有尘、毒危害的企事业

单位，必须在年底以前向所在地的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当年度

生产环境有害物质浓度测定和工人健康体检情况。 (7)省、自

治区、直辖市卫生监督机构应于每季度后的20日内，将本地

区上季度的《职业病季报表》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

生与职业病研究所；次年2月底前，将本地区上一年度的《尘

肺病年报表》、《生产环境有害物质浓度测定年报表》和《

有害作业工人健康检查年报表》报该所。上述报表应同时抄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劳动厅(局)和总工会。 (8)中国

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应于每年3月底和每

季度后30日内分别将本办法中规定的年报和季报汇总分析，

上报卫生部。 3．职业病报告内容 1)应报告的职业病 《职业

病报告办法》中所指的职业病系国家现行职业病范围内所列

病种。根据卫法监发[2002]108号公布的法定职业病目录，属

于报告范围内的职业病统计共10大类115种。 2)职业病报告内

容 根据引发职业病的有害物质类别不同，分别编制了《尘肺

病报告卡》、《农药中毒报告卡》和《职业病报告卡》，按

规定上报。 (1)尘肺病报告卡。适用于我国境内一切有粉尘作

业的用人单位，在统计年度内有首次被诊断为尘肺病的劳动

者，或尘肺晋期、调出(人)本省的尘肺病患者和尘肺死亡者

均应填卡报告。在岗的非编制职工患有尘肺病时也应填报。

报告卡内容包括：用人单位的信息、尘肺病患者的基本信息

、开始接尘日期、实际接尘工龄、尘肺病种类、胸片编号、

诊数结论、报告类别、死亡信息、诊断单位、报告单位、报

告人及报告日期等。 (2)农药中毒报告卡。适用于在农林业等

生产活动中使用农药或生活中误用各类农药而发生中毒者。

因农业生产而发生中毒者归人职业病报告卡，不统计在此报

告卡内。报告卡内容包括：用人单位的信息、农药中毒患者

的基本信息、中毒农药名称、中毒农药类别、中毒类型、诊

断日期、死亡日期、诊断单位、报告单位、报告人及报告日

期等。 (3)职业病报告卡。适用于我国境内一切有职业危害作

业的用人单位，除尘肺病、农林业生产活动中使用农药或生

活中误用各类农药而发生中毒以外的一切职业病的报告。本

报告卡适用于新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报告。报告卡内容包括：



用人单位的信息、职业病患者的基本信息、专业工龄、职业

病种类、具体病名、中毒事故编码、同时中毒人数、发生日

期、诊断日期、死亡日期、诊断单位、报告单位、报告人及

报告日期等。 小结：本讲要求大家重点学习职业危害申报内

容、程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