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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
规范》的相关规定

1.职业病危害告知：是指用人单位通过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公告、培训等方式，使劳动者知晓工作场所产生或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健康检查结果等的行
为。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是指在工作场所中设置的可以提醒劳
动者对职业病危害产生警觉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图形标识、警
示线、警示语句和文字说明以及组合使用的标识等。

2.用人单位应将工作场所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如实告知
劳动者，在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防治公告栏，并在可能产生严重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以及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材料、贮存
场所等设置警示标识。

3.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使劳动者了解警示
标识的含义，并针对警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4.用人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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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动者知悉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掌握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措施、职
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维护方法及相关警示标
识的含义，并经书面和实际操作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5.用人单位应在产生或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作
业岗位、设备、材料（产品）包装、贮存场所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应当在工作场所入口处及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岗位或设备附近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6.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
放射性物质的材料的，必须在使用岗位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品特性、主要成分、存在的有害
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
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7.贮存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
放射性物质材料的场所，应当在入口处和存放处设置“当心中毒”

“当心电离辐射”“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等警示标识。
8.为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可能产生

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
的，应当依法在设备或者材料的包装上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
说明。 本版内容由安全生产管理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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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以人为本”企业核心价值观，
贯彻《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落实职业病防治
工作主体责任，现场各种职业危害预防合格
率高位运行，连续多年实现了急性职业病危
害事故为零，新发职业病尤其尘肺病逐年下
降，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公司加大治理力度，将各类超标幅度大
的职业危害作业点列为隐患开展课题研究，
实施工艺技术改造和专项治理，有效改善了
现场作业环境。

定期公布现场监测数据和职业病预防
知识，准确告知员工所在岗位的职业危害种
类、预防措施、职业危害检测及评价状况，依
法推进职业病防治工作。

认真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粉尘治理优胜杯”竞赛等活动，多形式进行
宣传，通过印发宣传专刊、电视讲座、咨询互
动活动等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依法开展
全员职业健康知识培训，持续提高干部职工
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

落实职业健康体检制度，严把上岗前、

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体检关，体检率
达到 99.51%。开展职业禁忌症人员筛查工
作，采取调离职业危害岗位等措施，保障了
职工合法权益。

什么是职业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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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法定职业病有哪些？

按照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全监
管总局、全国总工会4部门联合发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
业病分为10大类132种，包括19种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
统疾病、9种职业性皮肤病、3种职业性眼病、4种职业性耳鼻喉口
腔疾病、60种职业性化学中毒、7种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11种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5种职业性传染病、11种职业性肿瘤、3种其
他职业病。

确定职业病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确定职业病必须具备五个条件：
1.患者必须与用人单位存在实际上的劳动关系，而用人单

位必须有工商营业执照（包括个体经济组织）。
2.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3.必须是因为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而引起的。
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目录内的职业病。
5.必须符合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

什么是职业卫生“三同时”？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1号）的规定：

1.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算。
3.建设单位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

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职业卫生“三同时”的备案、审核、
审查和竣工验收。

用人单位应该承担哪些职业病防治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是职业
病防治的责任主体，并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主
要有以下几点：

1.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2.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
3.用人单位应当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防
治工作；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4.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职业病防治所需的资金投入，不得挤
占、挪用，并对因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5.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
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6.用人单位应当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
评价；

7.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时，应当
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
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
者欺骗；

8.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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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
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和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等资料；

10.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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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劳动者应履行哪些职业病防治义务？

在职业病防治中，除用人单位要履行其应有的义务外，劳动
者也有责任履行下列义务：

1.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
2.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
3.正确使用和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

护用品；
4.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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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宣传周((44月月2525日～日～55月月11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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