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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鉴于职业健康检查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

性，结合目前我国在编写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过程中尚无统

一规范的格式与要求，我们根据实际工作体会探讨如何客观、
准确、严谨、规范化编写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
1 报告书概念及重要性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依照 《职业健

康监护管理办法》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相关规定受

用人单位委托，对接触或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

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后，经汇总和综合分析受检者各项检查

结果并作出相应结论与处理意见，最后在规定时间内向劳动

者、用人单位以及相关部门出具的表述受检者职业健康状况

的规范性文书。目前，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已成为劳

动者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监督执

法机构履行职责、卫生行政部门完善制订职业病防治法规与

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编写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是一项政

策性、法律性和技术性要求极高的工作，是职业健康监护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遵循法律严肃性、科学严谨性和客

观公正性原则，规范化编写报告书，这对于进一步提高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质量，维护和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以及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显得尤为重要。
2 报告书分类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规定，职业健康检查报

告应包括体检结果报告和总结报告或评价报告。
2. 1 体检结果报告

体检结果报告包括体检表和个人体检结果报告。
2. 1. 1 体检表 按照《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规定，职

业健康检查应当填写《职业健康检查表》，从事放射性作业劳

动者的健康检查应当填写《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而体

检结果报告是体检表中重要内容部分，主要包括检查结果、
结论及处理意见。
2. 1. 2 个人体检结果报告 检查机构针对职业健康检查发现

有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需职业健康复查 ( 或进一步检

查) 以及其他疾病 ( 或结果明显异常) 的劳动者应出具的体

检结果报告。

2. 2 总结报告

检查机构针对用人单位委托成批职业健康检查，汇总所

有受检人员检查结果、结论、处理意见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资

料，经横向综合分析并作出成批体检总结后向用人单位出具

的总结报告。
2. 3 评价报告

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与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

果以及目前防护措施结合起来，综合评价本次受检者的健康

状况、受检者健康状况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向用人单

位提出进一步制定综合治理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加强

从业人员个人防护等职业病防治措施的改进性建议。
3 报告书要求

鉴于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的重要性，要求检查机构应遵

循法律严肃性、科学严谨性和客观公正性原则，规范化编写

出具报告书。( 1) 工作人员应认真、仔细填写《职业健康检

查表》中相关内容以及检查项目申请单并指导受检者翔实填

写检查表中有关个人信息资料; ( 2) 工作人员应反复核对每

一位受检者个人信息、危害因素、检查类型与检查项目，录

入与汇总各项检查结果的数据、时间、检查小结及检查医生

签名; ( 3) 由主检医生依照相关规范与标准，本着严肃、认

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每一位受检者作出体检结论、
处理意见并汇总所有受检者的检查结果、结论处理意见以及

其他相关信息，完成编制报告书初稿; ( 4) 报告书初稿编制

完成后，由审核主检医生再次反复核对报告书中内容，做到

依据准确，填写相关信息、结果数据无误，语句通顺、流畅，

结论明确，处理意见正确，格式规范; ( 5) 报告书编制定稿

完成后应采用专用纸张统一进行打印、装订，规格、字体及

字号应严格按照档案管理要求进行制作; ( 6) 体检表和个体

结果报告由主检医生审核签名，检查机构盖章并注明总检及

盖章日期，总结报告必须由编制者、主检审核者及负责签发

者共同签名并注明日期，然后检查机构盖章。
4 目前存在问题

由于目前除《职业健康检查表》有统一格式外，有关职

业健康检查个体体检结果报告、总结报告及评价报告的制作

尚未统一模式，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发现存在着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检查表填写不规范，出现错填、
漏填、填写不清，甚至出现填错后随意划掉、修改，直接影

响结果分析或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 2) 报告格式不统一、用

语不规范、表述不清楚，报告书内容不完整，编写过于简单，

缺乏科学性、全面性、严谨性; ( 3) 有些评价报告脱离现场

监测资料，未能全面分析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对

检查结果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缺乏指导用人单位制定相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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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建议性意见或措施; ( 4) 报告书质量控制落实缺乏严

谨性，责任分工负责制不明确、多流于形式，如出具的报告

书出现数据错误导致结论不正确、漏签名盖章等; ( 5) 从事

编写报告书的专业技术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理解掌握

不够，缺乏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与技能 ( 如综合分析检查结

果能力) ，直接影响到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的质量，给职业健

康检查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5 规范化编写报告书

5. 1 规范报告书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的表述语

5. 1. 1 个体检查结论、处理意见或建议基本规范化表述语

个体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除必须包括受检者体检编号、姓

名、性别、出生时间、年龄、所在单位部门、工号、工种、
接害因素、工龄、体检类型、检查内容、检查结果、结论和

处理意见外，尤其应根据体检种类的不同，对体检结论及处

理意见应严格使用规范化表述语。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表述语: ( 1) 本

次检查项目结果未见异常，未发现某危害因素作业职业禁忌

证，可从事某危害因素作业岗位，工作期间应加强个人防护

等; ( 2) 本次检查发现某危害因素作业职业禁忌证 ( 填写禁

忌证名称) ，不应 ( 宜) 从事某危害因素作业岗位 ( 填异常

检查结果或疾病名称) ，建议专科复查或进一步诊治等。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表述语: ( 1 )

本次检查项目结果未见异常，未发现某危害因素作业疑似职

业病及职业禁忌证，可继续从事某危害因素作业岗位，建议

继续加强个人劳动保护等; ( 2) 本次检查未发现某危害因素

作业疑似职业病，本次检查发现某危害因素作业职业禁忌证，

目前应避免继续从事某危害因素作业岗位，请及时脱离原危

害因素作业岗位等; ( 3) 本次检查发现某危害因素作业疑似

职业病 ( 最好直接填写相对应的异常检查结果，例如本次检

查发现血白细胞减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建议及时脱

离某危害因素作业岗位，建议及时到职业病诊治机构进一步

观察诊治等; ( 4) 本次检查发现某检查结果异常 ( 例如，血

白细胞计数偏低) 需职业健康复查，建议及时进行职业健康

复查 ( 应注明复查时间、地点、项目、要求及目的) 。
5. 1. 2 总结报告应包含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表述语 在编制成

批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内容时应着重表述以下几个方面。
5. 1. 2. 1 受检单位基本情况 主要表述受检单位名称、详

细地址、行业所属、本次委托职业健康检查所涉及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及接害人数、用人单位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

内容。
5. 1. 2. 2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基本情况 主要表述此次职业

健康检查时间、检查地点、项目负责人、主检医生、委托检

查危害因素及人数、检查种类、检查项目及目标疾病等内容，

其中部分内容可列表表述，见表 1。
表 1 委托检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项目及目标疾病

委托检查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健康

检查类别
委托检查人数

检查项目

( 必检项目 + 选检项目)

目标疾病

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

噪声 在岗期间 53
内科常规检查 ( 包括测血压) 、耳

科检查、纯音听阈测试、心电图
职业性噪声聋 噪声易感者

5. 1. 2. 3 职业健康检查统计表 通过对所有受检人员检查结 果进行汇总分析，进行列表表述，见表 2。
表 2 某单位职业健康检查统计表

职业病

危害因素

检查

类别

实际检查

人数

已检出

疑似职业病

已检出

职业禁忌证

检出单纯高频

听力下降

★检出需职业

健康复查

检出

缺项检查

检出其他临床

异常结果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粉尘、噪声 在岗期间 87

注: ★指发现与职业病危害因素目标疾病有关的检查项目的复查。

5. 1. 2. 4 编制检出各种阳性结果具体汇总表 主要包括检出

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需职业 健 康 复 查、特 征 性 改 变

( 如单纯高频听力下降) 、缺项检查、其他临床异常结果、各

项检查均未见异常等。各项汇总表的主要内容涉及检出人员

体检编号、姓名、性别、年龄、工种、工龄、委托检查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检查类型、检查结果、检查结论、处理意见与

建议。见表 3。

表 3 某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检出复查人员汇总表与目标疾病有关的检查项目的复查 ( 或进一步检查) 人员名单

单位: × × 科技有限公司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体检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龄

( 年)
工种

职业病危害因

素( 检查类别)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与处理意见

0809260233 李某 女 21 2 操作工
噪声

( 在岗期间)

受用人单位委托，本次噪声作

业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发现:
★1． 双耳语频听阈正常，高频

听阈提高;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

43dBHL; 2． 其 余 各 项 检 查 结

果未见异常

检查结论: 1． 本次检查属噪声作业在岗期

间职业健康检查; 2． 本次检查发现“纯音

测听结果异常”，需复查

处理意见:
★建议脱离噪声环境 48 h 后及时到我科复

查纯音听阈测试，以便综合分析本次体检

结果 ( 来我科复查时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

注: ★指发现与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目标疾病有关的检查项目的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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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5 总结 根据以上体检内容及汇总结果，经综合分析

后对本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总结性表述。内容包括: ( 1)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总结主要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以及相关《职业病诊断标准》等法规、规范与标准。
例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监

护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以及相关《职业病

诊断标准》等法规、规范与标准，按双方签订的职业健康检

查委托协议，我院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对某公司从事职业病危

害因素作业的 90 名员工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现对本次职业

健康检查结果作出如下总结”。( 2) 职业健康检查受检率，表

明此次检查委托人数、实际受检人数及受检率。 ( 3 ) 检出疑

似职业病情况，表明通过本次职业健康检查所检出的疑似职

业病总例数、具体人员的姓名、疑似职业病病名及对疑似职

业病处理意见。( 4 ) 检出职业禁忌证情况，表明通过本次职

业健康检查所检出的职业禁忌证总例数、具体人员的姓名、
禁忌证名称及对职业禁忌证处理意见。 ( 5 ) 检出需职业健康

复查总人数、具体人员的姓名、异常检查结果 ( 检查项目)

及复查处理意见。例如: “本次检查发现需进行职业健康复查

人员共 10 人，其中，发现接触噪声作业员工李某、张某、王

某本次纯音听阈测试检查结果明显异常，需职业健康复查。
处理意见: 建议以上 3 名员工在脱离噪声环境 48 h 后及时到

我科复查纯音听阈测试，以便综合分析本次体检结果”。 ( 6 )

检出部分项目缺检或未交表情况，表明通过本次职业健康检

查所检出的部分项目缺检或未交表总例数、具体人员的姓名、
缺检项目及补检处理意见。 ( 7 ) 未发现危害因素作业目标疾

病人员情况的表述，表明除已检出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禁忌

证、复查或进一步检查、补检或未交表等人员外，本次职业

健康检查均未发现其余 x 名人员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

均可从事相关危害因素作业岗位 ( 上岗前) 或继续从事原危

害因素作业岗位 ( 在岗期间) 等结论及建议。 ( 8) 检出与目

标疾病无关的异常检查结果或疾病情况表述，详见相关汇总

表。 ( 9 ) 指导性建议，此部分内容表述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即根据此次职业健康检查总体结果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向

用人单位提出指导性建议，例如可建议用人单位及时按要求

安排好复查或补检人员进行复查补检工作以及强调完善职业

健康检查后续工作的重要性; 建议加强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

场所的监测与综合治理以及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并按规定组

织接害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等。
5. 1. 3 评价报告表述 在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表

述，即根据受检人员总体检查结果，结合用人单位提供受检

人员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接害方式、防护措

施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受检人员健康状况与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关系，并对用人单位进一步制定综合治理生产环境、各项

防护措施提出指导性建议或意见。
5. 2 规范总结或评价报告书格式

5. 2. 1 封面基本格式 主要包括报告书名称、职检编号、受

检单位名称、检查类别、检查地点、受检人数、检查日期、
报告日期以及检查机构名称、地址、资质证书编号、联系电

话，机构盖章。
5. 2. 2 报告书基本格式 主要包括免责说明、职检编号、报

告书正文 ( 同 5. 1. 2) 、编制人、审核人、签发人、签发日期、
检查机构盖章、附件等。其中，职检编号应体现在报告书的

每一页，附件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书》、《职业健康

检查汇总表》以及《个体职业健康检查表份数及报告书移送

达函》。
6 加强报告书信息化管理与质量控制

由于《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入贯彻实施，

近年来，随着从事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的逐年上升，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快捷、准确、高效率地职业

健康检查信息化管理已成为大趋势。现在许多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为适应工作需要开发了职业健康检查软件，通过实际应

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由于缺乏统

一、规范及标准化的软件制作要求，目前发现软件在质量控

制方面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权限与职责、各级审核与监督、
数据录入、传送与处理、预报警制等，尤其在报告书编制、
审核及签发方面尚未建立统一的规范化格式、细则化操作流

程及严格的质量控制与监督系统，直接影响到产品即职业健

康检查报告书的质量。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力度规范职

业健康检查软件开发与信息化管理模式，制定一系列配套的

可操作细则。同时应加强专业人员技能学习与培训，设立科

室质量监督内审机制，岗位职责落实到位，认真、细心、严

格审查每一份报告书的内容，定期全程监督报告书编制与发

放，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杜绝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中可能

出现的漏洞、差错，减少因软件故障导致报告书质量不合格

而引发的潜在风险或不必要的纠纷。
总之，探讨规范编写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对进一步提高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质量，体现和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

检查机构各自权益，科学评价劳动者健康状况，正确引导用

人单位制定和采取积极的职业病防治措施，促进企业安全生

产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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