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卫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 

一、《职业病防治法》是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

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的基本法律。 

《职业病防治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

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的预防、治疗和职业病病人待遇保

障等各环节作出了法律规定，包括前期预防、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职业

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及附则等。 

二、职业病是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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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职业病的含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适用主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法律意义的职业病仅限

于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包括各类依法设立的

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外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各类事业单位等，个体经济组织

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生产经营者。 

（2）致病因素。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的致病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劳动者所患疾病必须是在职业活动中发生。二是在职业活动中接触了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危害因素可以是粉尘、放射性物质，也可以是其他有毒、有

害因素，包括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

职业病危害因素。根据这个含义，职业病包括了法定需要赔偿的职业病以及其

他需要预防、控制但尚未纳入职业病名单的职业病。 

三、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应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疾病。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可以减少职业病的发

生，减轻职业病对劳动者健康的危害程度。有的职业病如尘肺病，一旦发病将

不可逆转、难以治愈，伤残死亡率高，但完全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措施来预防尘肺病的发生。因此，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预防是前提和基础。 

四、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

益。 

职业活动是以用人单位为基础进行的，职业活动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是用人单位所能控制的，因此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主体，应认真落实预

防、控制措施，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和职业病人救治，规范用工行为等主体责

任，依法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 

五、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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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职业卫生标准，主要是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

度要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符合职业卫生学要求，是指：要有与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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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要求等。 

六、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 

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九条，劳动者享有下列职业卫生保

护权利： 

（一）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二）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病防治服务； 

（三）了解工作场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后果和应

当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 



（四）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符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

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改善工作条件； 

（五）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危及生命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

检举和控告； 

（六）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 

（七）参与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的民主管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意

见和建议。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行使前款所列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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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劳动者应当提高职业病防护意识，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佩戴和使用

个体防护用品。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劳动者主动参与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义务，包括： 

（一）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 

（二）增强职业病防范意识； 

（三）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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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应当及时报告。 

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不仅是作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保

护劳动者自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要。对不能履行以上法定义务的劳动者，用

人单位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加强管理，帮助其改正。 



八、劳动者应当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检查。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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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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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应了解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并参

加用人单位组织的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 

（一）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1.目的：发现有无职业禁忌，建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的基础健康档

案。通过上岗前检查，来科学评价劳动者是否适合从事该工种的工作。 

2.下列人员应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

业的新录用人员，包括转岗到该种作业岗位的人员；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

业的人员，如高处作业、电工作业、职业机动车驾驶作业等。 

（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1.目的：判断劳动者是否适合继续从事该工种的作业；早期发现职业病

患者或疑似职业病患者或劳动者的其他健康异常改变；及时发现有职业禁忌的

劳动者；通过动态观察劳动者群体健康变化，评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控制效果。 

2.下列人员应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长期从事规定的需要开展健

康监护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应进行在岗期间的定期健康检查。 



（三）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1.目的：是了解劳动者离开工作岗位时的健康状况，以分清健康损害的责

任。 

2.下列人员应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在准备调离或脱离所从

事的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岗位前，应进行离岗时健康检查。如最后一次在岗期

间的健康检查是在离岗前的 90日内，可视为离岗时检查。 

九、劳动者应当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职业卫生培训。  

劳动者依法享有受教育、培训权。职业卫生培训的目的是普及职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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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有义务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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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也有

学习和掌握相关职业卫生知识的义务。 

十、职业病患者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 

《职业病防治法》第四章第五十六条至六十一条规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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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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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

贴。 

（二）职业病病人的诊疗、康复费用，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

人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三）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

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四）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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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其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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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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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