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职健函〔2025〕642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新版《职业病
分类和目录》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卫生健康监督

所、省职控中心，省医学会，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

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将于 2025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确保《目录》顺利实施，现就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一、广泛开展宣传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积极利用各种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全方

位多渠道广泛开展新版《目录》宣传，与职业健康监管各项工作

一起统筹推进《目录》及相关配套政策、标准和防治知识的宣教

解读。要结合职业健康知识“五进”活动、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

养监测与干预等，组织辖区内职业病防治机构在重点服务场所及

相关服务过程中宣传普及肌肉骨骼疾病和心理疾患的防治知识，

让重点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加强预

防管理，引导重点岗位劳动者掌握相关防治知识与技能，推动用

人单位提升职业健康管理水平，增强劳动者职业健康意识和能

力。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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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业务培训

市、县两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及时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确保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诊断与鉴定机构（以下简称“两类机构”），

及机构的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诊断医师了解《目录》调整内

容，熟练掌握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以

下简称“新增职业病”）的职业健康检查与职业病诊断标准，特

别是诊断与鉴别诊断、职业禁忌证判定、疑似职业病界定等技术

要点，以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书写格式、职业病报告等具体要求。

要将 GBZ336、GBZ337 等新增内容作为继续医学教育和监管业务

的培训内容，不断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监管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

和业务能力。省职控中心作为省级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基地要将

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诊断医师培训纳入职业病诊疗康复人才

培训项目，按照修订后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2025 年版）》

制定培训方案和教学计划（见附件 1）。

三、加强能力建设

各设区市级卫健部门应于 8 月底前完成本辖区“两类机构”

服务能力摸底，并将能力摸底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积极争

取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加强“新增职业病”的诊疗康复能力

建设，指导“两类机构”使用更新后的备案表和备案变更表（见

附件 2-4）有序开展备案工作，确保 2026 年底前每个设区市至少

有 1 家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新增职业病”的职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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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及治疗康复服务，满足辖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健康服

务需求。省职控中心和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应于 2025 年底

前完成“新增职业病”的职业健康检查、诊断与鉴定的能力备案。

省、市卫健委要依托辖区诊疗康复实力强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

院，适时完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专家库，建立健全专家会诊或会

商机制，确保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的准确、公正、科学。省职

控中心作为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诊断与

鉴定的省级技术支撑单位，要尽快细化全省“两类机构”能力摸

底实施方案，与设区市级卫健委共同承担对地方相关业务技术指

导工作。

四、规范技术服务

市、县两级卫健部门要定期调度辖区内的职业健康检查、诊

断与鉴定等工作情况，尤其是“新增职业病”相关工作开展，强

化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监督管理，强化质量控制

及发现问题、落实整改措施。要主动加强与人社、疾控等部门的

沟通交流，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定期共享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

业病病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质控与

整改情况、监督检查等信息。要依法依规加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管理，确保诊断证明书的书写、审核、送达、保管等全流程管理

规范化。要持续优化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服务流程，

推进机构运用信息化手段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精准推送检查结



— 4 —

果和防治知识，提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服务满意度。省职控中

心要加强对“两类机构”技术服务的质量考核，及时将质量控制

发现的问题汇总上报省卫健委，按属地管理原则同步抄报设区市

卫健委，并做好设区市技术支撑部门质量考核指导工作。

附件：1.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2025 年版）

2.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2025 年版）

3.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2025 年版）

4.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表（2025 年版）

5.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变更表（2025 年版）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7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疾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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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
（2025 年版）

一、依据

为规范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

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及有关标准，制定本大纲。

二、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的基本内容，适用于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

职业病诊断医师按照有关规定参加职业卫生、放射卫

生、职业医学等领域的继续医学教育，可参照执行。

三、培训对象

拟从事或从事职业病诊断以及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工作

的医师。

四、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使接受培训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职业健康检

查主检医师掌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熟悉职业病危害的接触风险、健康损害表征，具备相应类别

的职业病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的能力，了解相关知识和方

法，提升职业病诊断及职业健康检查综合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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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时要求

完成本大纲规定的全部培训内容，培训学时应不少于 16

个学时。

各地可按照本行政区域有关职业病诊断医师类别的划

分、《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关于职业病科诊疗科目的规

定，确定具体的培训学时。

六、培训内容与要求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职业

卫生与放射卫生标准、职业病诊断能力以及典型职业病诊断

案例分析等。相关知识的培训要求依次划分为“掌握”、

“熟悉”和“了解”三个程度。

为确保职业健康检查与职业病诊断服务质量，职业病诊

断医师资格基础理论与实践能力考试得分应当分别至少在

75 分以上（基础理论与实践能力分别按总分 100 分计），其

中，实践能力考试应当根据不同类别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设

置关键考点，基础理论、实践能力及关键考点均通过者，方

可获得相应的资格。对获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人员继续教

育考试亦参照上述要求。

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法律法规及标准培训。

掌握《职业病防治法》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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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了解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保障等方面的政策。

掌握《职业病诊断通则》《职业病诊断文书书写规范》《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熟悉《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了解职业病诊断标准体

系。

掌握《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职业性放射性疾

病诊断程序和要求》《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熟悉《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了解职业性

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体系。

（二）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

根据职业病诊断实际，将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分为基础

理论培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

训、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能力培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诊

断能力培训、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肌肉

骨骼疾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诊断能力培

训、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以及职业健

康检查主检医师培训 9 类，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培

训方式。

1.基础理论培训。

掌握职业病的概念与分类，职业病的特点，职业病的诊

断、鉴定与报告制度。

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类型，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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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电离辐射）及其特点、分布、接触机会与接触途径、

职业健康损害类型，急性职业损伤与应急处置。

熟悉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评估、职业接触限值

在职业病诊断中的应用与局限，职业病病人的工伤保障。

了解职业病诊疗技术进展，全国和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

卫生和放射卫生工作形势、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2.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方式

包括理论培训和读片能力培训，相关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掌握尘肺病的致病因素及其影响因素、基本病理改变、

临床表现及主要并发症，尘肺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熟悉

尘肺病的主要类型及不同类型的基本特征、尘肺病的病理诊

断标准。

掌握尘肺病的 X 射线诊断标准，包括小阴影、大阴影、

胸膜病变、肺门改变、肺纹理改变，以及小阴影形态、密集

度和分布范围的识别与判定。

熟悉胸片质量与质量评定、胸片 X射线检查的技术要求、

尘肺病诊断标准中的代号意义和判定。

了解尘肺病诊断读片程序规范和发生读片差异的主要

原因、减少差异的方法。

掌握尘肺病的鉴别诊断，熟悉尘肺病病人呼吸功能判定

及血气分析。

熟悉生产性粉尘及其与胸部高千伏 X 射线摄影技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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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 X 射线摄影有关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了解新技术在尘

肺病诊断分类中的应用、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尘肺病

诊断标准。

掌握尘肺病后前位 X 射线高千伏胸片、数字化 X 射线摄

影影像特征等的判定要点。

掌握除尘肺病外的其他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致病因

素及其影响因素、基本病理改变、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

断、治疗原则、预防原则。

3.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能力培训。

了解工作场所常见化学有害因素的种类、来源、存在形

式、接触机会、进入人体的途径、代谢与排出的规律，以及

预防的知识。

了解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监测与生物监测在职业性

化学中毒诊断中的意义。

掌握《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的诊断 总则》以及以下

常见职业性化学中毒的诊断要点和鉴别诊断：

（1）金属或类金属中毒（如铅、汞、镉、锰、砷、铟

及其无机化合物等）。

（2）有毒气体中毒（如氯气、氮氧化物、氨、光气、

二氧化硫、氰化物、一氧化碳、硫化氢、氟化氢、磷化氢等）。

（3）有机溶剂及其他有机物的中毒（如苯及苯系物、

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甲醇、甲醛、正己烷、三氯乙烯、

汽油、二甲基甲酰胺、丙烯酰胺、环氧乙烷、二氯乙烷及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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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

（4）农药中毒（如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

酯类农药等）。

熟悉以上常见职业性化学中毒的健康危害、靶器官、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原则、救治、康复以及预防。

通过典型职业中毒病案分析，提升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

实践能力。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

本大纲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除《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

列职业性中暑、减压病、高原病、航空病、手臂振动病、激

光所致眼（角膜、晶状体、视网膜）损伤和冻伤外，还包括

噪声所致的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中的职业性噪声聋及职

业性爆震聋。相关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了解物理因素的主要类型、特点、健康危害及其影响因

素、所致职业病及其预防。

掌握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

断原则、鉴别诊断、处理原则、诊断分级以及急性健康损害

的应急处置。

熟悉相关职业病诊断标准。

（1）职业性噪声聋和职业性爆震聋。

了解噪声的定义、分类、常见的噪声作业及噪声的防护

知识。

熟悉噪声的主要健康危害、职业接触限值、听觉适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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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疲劳。

掌握职业性噪声听力损伤、职业性噪声聋的听力学特

征、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及单耳听阈加权值的计算。

掌握职业性噪声聋和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步骤、诊断原

则、鉴别诊断、诊断分级、处理原则。

（2）职业性中暑。

了解高温作业的定义、高热天气作业与高温作业场所、

常见容易发生中暑的作业、高温中暑的预防。

了解机体的热应激、热适应。

熟悉高温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目标疾

病、检查项目、职业禁忌证。

掌握中暑先兆与职业性中暑、中暑的典型临床表现，中

暑的分型、诊断原则、鉴别诊断以及处理原则。

（3）职业性手臂振动病。

了解手传振动的定义、常见的手传振动作业及其防护知

识。

熟悉手传振动的健康危害、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典型临

床表现以及特征性检查。

掌握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诊断原则、诊断与鉴别诊断、

诊断分级、治疗及处理原则。

5.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掌握放射性核素体内代谢分布规律、放射损伤机理、电

离辐射的种类、放射源的类型，器官、组织和细胞的辐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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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以及影响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的主要因素。

熟悉电离辐射对造血、消化、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等系

统的影响，掌握电离辐射的随机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躯体

效应与遗传效应以及近期效应与远期效应。

掌握 13 种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诊断原则、诊断标准。

熟悉常见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要点和辐射致癌病因

概率计算。

6.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掌握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包括腕管综合征与滑囊炎）

的主要类型、特点、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原则、鉴

别诊断、处理原则以及预防。

掌握职业性腕管综合征（限于长时间腕部重复作业或用

力作业的制造业工人）的诊断步骤、诊断原则、鉴别诊断、

以及三级预防。

掌握腕管综合征的体格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查、腕部超

声检查方法及结果判定。

了解腕管综合征的发病机制、病理学特征及康复治疗。

熟悉重复作业、用力作业的主要健康危害、常见职业接

触及相关防护知识。

7.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诊断能力培训。

掌握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限于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

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消防救援等应急救援人员）的诊断

步骤、诊断原则、鉴别诊断、以及三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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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应激相关障碍的概念、流行病学、分类、临床表现、

诊断标准与鉴别诊断等相关内容。

了解应激相关障碍的治疗原则、治疗方法。

掌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群防治策略及预防等专业知

识与技能。

8.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的诊断能力培训。

鉴于在职业病诊断实际工作中，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

眼病、除职业性噪声聋及职业性爆震聋以外的其他职业性耳

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及其他职业病的

诊断主要是对疾病的归因认定，本大纲将以上类别职业病的

知识点归类整合为“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的诊断能

力培训”。相关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熟悉包含的具体职业病。

了解职业流行病学在职业病诊断中的意义。

掌握《职业性皮肤病的诊断 总则》、每种职业病的诊断

原则、诊断依据及处理原则，疾病和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之间因果关系判定的原则。

9.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能力培训。

在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的基础上，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

师还应进一步组织培训，并达到如下要求：

掌握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检查的概念和作用，以及

职业健康检查的分类。

掌握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必检项目、检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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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及要求。

掌握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及其他异常情况的判定及处理。

了解职业健康监护选检项目及其意义。

掌握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个体结论报告的主要内

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用人单位在职业健康检查中的结果

告知和信息报告义务，以及职业健康检查档案和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的管理要求。

对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能力培训，还应了解放

射工作人员的定义，熟悉不应（或不宜）从事放射工作的健

康和其他有关条件，掌握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健康检查的

重点，《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中的检查项目

以及放射工作的适任性意见。

七、培训组织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

理办法》和本大纲，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职业

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通过理论考试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可作为省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职业病诊断资格证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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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2025 年版）

备案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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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表

备案单位名称

备案单位地址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案
查
目
别

备
检
项
类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 ）

7.其他类（特殊作业等） （ ）

所
附
资
料
清
单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涉及放射检查项目的还应当具有《放

射诊疗许可证》）及副本（复印件）； （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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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医师、护士等医

疗卫生技术人员； （ ）

4.至少具有 1名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医师； （ ）

5.与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相适应的仪器、设备，与

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相适应的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专

用车辆等条件； （ ）

6.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有关资料； （ ）

7.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详细说明；

8.《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2号）规

定的其他资料（详细列出）：

本单位保证上述资料属实。

备案单位法定代表人： 备案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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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科室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取得职业病诊断

等相关资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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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仪器和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工作状态 购置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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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2025年版）

机构（公章）：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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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变更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执业情况 是否继续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是（ ） 否（ ）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事项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检查类别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

7.其他类 （ ）

1.接触粉尘类 （ ）

2.接触化学因素类 （ ）

3.接触物理因素类 （ ）

4.接触生物因素类 （ ）

5.接触放射因素类 （ ）

6.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

7.其他类 （ ）

其他事项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2
号）规定的有关资料（详细列出）。

所
附
资
料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变更的，请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本复

印件；增加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检查项目的，请详细说明具备开展职业

健康检查工作所需的工作场所、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等条件。

本单位保证上述资料属实。

备案单位法定代表人： 备案单位：

（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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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表
（2025年版）

备案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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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表

机构名称 网址

机构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电话

备案联系人 电话/传真 邮箱

备案诊断项目

（按照《职业

病分类和目

录》，在相对应

职业病类别后

面的括号内打

“√”，并明确具

体病种名称）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

病种名称：

二、职业性皮肤病 （ ）

病种名称：

三、职业性眼病 （ ）

病种名称：

四、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

病种名称：

五、职业性化学中毒 （ ）

病种名称：

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

病种名称：

七、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

病种名称：

八、职业性传染病 （ ）

病种名称：

九、职业性肿瘤 （ ）

病种名称：

十、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 ）

病种名称：

十一、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 ）

病种名称：

十二、其他职业病 （ ）
病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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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所需

资料清单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与副本的复印件； （ ）

2.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技术人员情况表； （ ）

3.相关的仪器设备清单； （ ）

4.负责职业病信息报告人员名单； （ ）

5.职业病诊断质量管理制度等相关资料； （ ）

6.《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6号）

规定的其他资料（详细列出）：

本机构保证上述资料真实、准确。

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章）： 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备案诊断项目，按照《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在相对应职业

病类别后面的括号内打 “√”；
2.备案所需资料，资料齐备的在相对应括号内打 “√”；
3.此表一式两份，一份医疗机构留存备查，一份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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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技术人员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历 职务/职称 所在科室 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取得职业病诊断

资格的类别

取得职业病诊断

资格的日期
备注

填表说明：负责职业病信息报告的人员请在备注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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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仪器和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工作状态 购置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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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变更表
（2025 年版）

机构（公章）：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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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变更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职称 电话

备案联系人 电话/传真 邮箱

执业情况 是否继续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 是（ ） 否（ ）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事项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诊断项目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

疾病 （ ）

病种名称：

二、职业性皮肤病 （ ）

病种名称

三、职业性眼病 （ ）

病种名称：

四、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

病种名称：

五、职业性化学中毒 （ ）

病种名称：

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

病种名称：

七、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

病种名称：

八、职业性传染病 （ ）

病种名称：

九、职业性肿瘤 （ ）

病种名称：

十、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 ）

病种名称：

十一、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

病种名称：

十二、其他职业病 （ ）

病种名称：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

疾病 （ ）

病种名称：

二、职业性皮肤病 （ ）

病种名称

三、职业性眼病 （ ）

病种名称：

四、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

病种名称：

五、职业性化学中毒 （ ）

病种名称：

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

病种名称：

七、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

病种名称：

八、职业性传染病 （ ）

病种名称：

九、职业性肿瘤 （ ）

病种名称：

十、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 ）

病种名称：

十一、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

病种名称：

十二、其他职业病 （ ）

病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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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令第 6 号）规定的有关资料（详

细列出）。

所
附
资
料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变更的，请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副本复

印件；增加职业病诊断类别和病种的，请详细说明具备开展职业病诊断

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等条件。

本机构保证上述资料真实、准确。

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章）： 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医疗机构留存备查，一份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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