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委会字〔2020〕7 号 

 

 

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专委会关于 

发布《四川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试行）》的

通     知 

 

各培训机构： 

按照“五统一”的要求，培训专委会组织专家编制了《四

川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试行）》，现予发布。 

本着“先予试行、逐渐完善”的原则，该培训大纲试行

版将在接受各培训机构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完善。 

请各培训机构按照培训大纲试行版的内涵安排培训内

容、进行课程设计及考试工作。在运行中若有好的意见和建

议，请及时反馈至培训专委会。 

 

附件：四川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试行） 

 

 

            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专委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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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 

（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健康四川行动推进委员会关于印发健康四川

专项行动方案（2020—2030）的通知》（川健推发〔2019〕3 号）

制订本大纲。大纲规定了四川省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

管理人员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的目的、

要求和具体内容。  

一、培训对象  

四川省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 

二、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使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掌

握有关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

掌握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方法和要求；理解职业

病预防与控制的基础知识；熟悉行业相关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

救援及处置；了解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企业防控措施；具备与本

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健康管理能力；提高职

业病危害防控意识和能力。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理解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保护

权利与义务，熟悉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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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个人劳动防护用

品的使用和维护等，具备与其从事岗位相匹配的知识和能力，提

升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三、培训要求  

1. 培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实际管理能力的培

养。在遵循培训大纲要求的基础上，要针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

情况和职业健康管理特点，参照本培训大纲要求，确定培训方式

和内容，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培训应采用集中培训和考核的方式。 

3. 培训课时： 线下集中初次培训不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 

培训（复训）不少于 8 学时（1 学时=45 分钟）。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劳动者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复训不得少于 4 课时。 

4. 培训形式：包括课堂授课、经验交流、案例分析、复习、 

考试等形式，授课内容及课时安排应符合本大纲的要求。  

5. 各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应建立职业健康培训档案。  

四、培训内容 

根据培训对象不同，制订不同培训内容。职业健康培训机构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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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培训内容 

一、初次培训内容 

1.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1.1 职业健康基本概念 

1.2 职业病、职业伤害和职业心理健康 

1.3 法定职业病 

1.4 其他相关概念 

1.5 职业病危害现状与防治形势 

培训重点：职业健康的定义和内涵；职业健康工作的研究对

象与任务；职业病和职业伤害的概念；法定职业病及我国法定职

业病名单等；国内外及四川省职业病危害及防治现状；国家对职

业健康工作的新要求，当前我省职业健康工作形势等。 

2. 职业健康法律法规 

2.1 我国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2.2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其配套管理规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2.2《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2.2.3《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 

2.2.4《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2.2.5《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2.2.6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3 我国职业健康相关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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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2.3.2《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2.3.3《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2.3.4《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2.3.5《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2.3.6《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2.3.7《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2.3.8《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 

2.3.9《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 

2.3.10《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 

2.3.11《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 

2.3.12《健康企业建设规范（试行）》 

2.3.13《健康企业建设评估技术指南》  

2.4 职业卫生相关标准 

2.5 其他职业健康法律法规、标准及部门通知 

2.5.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2.5.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2.5.3《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2.5.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培训重点：熟悉我国职业健康工作的法律体系，重点掌握职

业病防治法及职业健康管理相关规定（“两规定四办法”），根据

法律法规要求，明确企业在职业健康管理和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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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责任和义务。 

3.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要求 

3.1 组织管理机构与职责 

3.2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制度体系 

3.2.1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3.2.2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3.2.3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3.2.4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3.2.5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3.2.6 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3.2.7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3.2.8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3.2.9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3.2.10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3.2.11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3.2.12 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3.2.13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3.3 劳动者职业健康权利与义务 

3.4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档案管理要求 

3.5 职业病防治管理其他要求 

培训重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要求和职业卫生管理

体系的构建，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包括职业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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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建设项目职业健康“三同时”、

材料和设备管理、工作场所管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职业病危害告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培训、职业健康档案

及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等；了解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

利和义务，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控制 

4.1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方法及来源分析 

4.2 生产性粉尘的健康危害及其控制 

4.3 生产性毒物的健康危害及其控制 

4.4 噪声、振动、高温、辐射的健康危害及其控制 

4.5 职业心理健康 

培训重点：掌握识别工作场所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方法，

了解其健康影响，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并掌握

其防治措施。 

5．职业健康监护 

5.1 职业健康监护的管理要求 

5.2 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5.3 职业健康监护的种类和周期 

5.4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5.5 职业健康监护的检查与监督 

培训重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重要性，规范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明确企业在职业健康监护方面的主体责任，加强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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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的监督管理。 

6.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防控 

6.1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传染病应对防控策略 

6.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及处置 

培训重点：明确工作场所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急性职业中

毒事故等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策略，包括应急预案、技

术措施、员工培训及应急演练等。 

7．职业健康工作实践经验交流（或职业健康工作案例分析） 

7.1 优秀企业职业健康工作范例分析 

7.2 用人单位职业病相关法律纠纷案例分析 

培训重点：结合行业特点，选取典型职业健康管理、现场防

护等范例进行剖析和经验交流；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分析部分典

型案例，强化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 

二、继续教育（复训）内容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每年进行一次继续

教育（复训）。其内容包括： 

1. 有关职业健康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和规范； 

2. 有关用于职业病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及其技术要求； 

3. 国内外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先进经验； 

4.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三、学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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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 

2.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继续教育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 

具体章节课时安排参见附表 1。 

四、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笔试，考试题型包括但不限于：名词解释，选择

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考试时间不得少于 60

分钟。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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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健康培训内容 

一、初次培训内容 

1.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1.1 职业健康基本概念 

1.2 职业病、工作有关疾病、职业伤害和职业心理健康 

1.3 法定职业病 

1.4 其他相关概念 

1.5 职业病危害现状与防治形势 

培训重点：职业健康的定义和内涵；职业健康工作的研究对

象与任务；职业病、工作有关疾病和职业伤害的概念；法定职业

病及我国法定职业病名单等；国内外及四川省职业病危害及防治

现状；国家对职业健康工作的新要求，当前我省职业健康工作形

势等。 

2．职业健康法律法规与标准 

2.1 我国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2.2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其配套管理规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2.2《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2.2.3《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 

2.2.4《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2.2.5《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2.2.6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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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国职业健康相关规章 

2.3.1《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2.3.2《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2.3.3《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2.3.4《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2.3.5《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2.3.6《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2.3.7《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2.3.8《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 

2.3.9《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 

2.3.10《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 

2.3.11《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 

2.3.12《健康企业建设规范（试行）》 

2.3.13《健康企业建设评估技术指南》  

2.4 职业卫生相关标准 

2.5 其他职业健康法律法规、标准及部门通知 

2.5.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2.5.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2.5.3《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2.5.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培训重点：熟悉我国职业健康工作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及

其演变，重点掌握职业病防治法及职业健康管理相关规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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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四办法”），了解职业健康相关标准，明确职业健康工作监督、

防治体系。 

3.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要求 

3.1 组织管理机构与职责 

3.2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基础管理工作要求 

3.2.1 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3.2.2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 

3.2.3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3.2.4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 

3.2.5 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 

3.2.6 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 

3.2.7 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 

3.2.8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 

3.2.9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 

3.2.10 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 

3.2.11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 

3.2.12 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3.2.13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3.3 劳动者职业健康权利与义务 

3.4 职业病防治管理其他要求 

培训重点：了解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工作职责与要求，掌握职

业卫生管理体系构建各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方法，指导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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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 

4.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和控制 

4.1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识别 

4.1.1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方法和来源分析 

4.1.2 生产性粉尘及其危害 

4.1.3 生产性毒物及其危害 

4.1.4 噪声、振动、高温、辐射及其危害 

4.2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制 

4.2.1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限值标准 

4.2.2 生产性粉尘的控制措施 

4.2.3 生产性毒物的控制措施 

4.2.4 噪声、振动、高温的控制措施 

4.2.5 职业紧张因素的控制措施 

4.2.6 职业伤害因素的控制 

4.2.7 个人防护用品选用和管理 

4.2.7.1 呼吸防护用品的类别和选用 

4.2.7.2 听力防护用品的类别和选用 

4.2.7.3 眼面防护用品的选择和使用 

4.2.7.4 皮肤防护用品的类别和选用 

4.2.7.5 其他防护用品的选用 

4.2.8 特殊作业环境管理 

4.2.8.1 高毒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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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2 高危粉尘作业管理 

4.2.8.3 密闭空间作业管理 

4.3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 

培训重点：熟悉工作场所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健康影响，

掌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限值标准；掌握生产性粉尘、

毒物及物理性危害因素的防护原则和措施，包括工业通风、个人

防护用品的选用、配置和管理，了解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对用人单

位发展的积极影响。 

5. 职业健康监护 

5.1 职业健康监护目的 

5.2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内容和程序 

5.3 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5.4 职业健康监护的种类和周期 

5.5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建立 

5.6 职业健康监护的检查和监督 

培训重点：掌握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开展方法，

包括职业健康监护的目的，对象、种类、周期以及档案建立的要

求和方法，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6.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防控 

6.1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传染病应对防控策略 

6.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及处置 

培训重点：明确工作场所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急性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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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事故等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策略，包括应急预案、技

术措施、员工培训及应急演练等。     

7. 工作实践经验交流 

7.1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典型案例分析 

7.2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范例分析 

7.3 优秀企业职业健康管理经验交流 

培训重点：结合行业特点，选取典型职业健康工作范例进行

分析，为管理人员开展日常职业健康工作提供经验和策略。  

二、继续教育（复训）内容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每年进行一次继续教

育。其内容包括： 

1. 有关职业健康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和规范； 

2. 有关用于职业病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及其技术要求； 

3. 国内外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先进经验； 

4.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三、 学时安排 

1.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职业病危

害监测人员培训，可参照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2.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 

具体章节课时安排参见附表 2。 

四、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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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为笔试，考试题型包括但不限于：名词解释，选择

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考试时间不得少于 60

分钟。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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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内容 

一、初次培训内容 

1.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1.1 职业健康与职业病  

1.2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与义务  

1.2.1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书面告知  

1.2.2 劳动保护  

1.2.3 职业健康监护  

1.2.4 职业病报告  

1.2.5 工伤保险  

1.2.6 职业病患者基本保障  

1.2.7 其他责任与义务  

1.3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义务（见职业病防治法） 

1.3.1 遵守职业健康制度的义务  

1.3.2 规范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义务  

1.3.3 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  

1.3.4 了解职业健康危害的权利  

1.3.5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  

1.3.6 其他权利和义务  

培训重点：普及职业健康和职业病基本知识和相关法律的要

求，了解其健康危害的严重性，提高法律劳动者的健康意识和法

律意识；了解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了解自身维护自身健康的



18 
 

合法权益及配合企业职业健康工作的义务。  

2．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防护（根据行业现状）  

2.1 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及其防护  

2.1.1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识别及其防护  

2.1.2 生产性毒物的危害识别及其防护  

2.1.3 噪声、振动、高温、辐射的危害识别及其防护 

2.1.4 职业紧张因素的识别及其防护 

2.1.5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及维护 

2.2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及处置  

2.3 工程防护设备的操作及维护  

培训重点：了解工作场所常见职业病有害因素的危害，识别

本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健康危害、相关岗位或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并进行有效防护，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佩

戴和规范使用，掌握基本的应急处理和防护措施。  

二、继续教育内容 

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每年进行一次继续

教育。用人单位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

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对劳动者重新

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可视作继续教育。其内容包括：  

1. 有关职业健康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和规范； 

2. 有关用于职业病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及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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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三、 学时安排  

1.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 

2.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继续教育培训不得少于 4 学

时。  

具体章节课时安排参见附表 3。 

四、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笔试，考试题型包括但不限于：名词解释，选择

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考试时间不得少于 60

分钟。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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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注：1. 复习及考试不计入学时；考试要求笔试，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 

2.（ ）为可选的课程和课时。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培训课时安排 
 

项目 序号 培训内容 学时 

初次 

培训 

1 职业健康法律法规 2 

2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4 

3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要求 6 

4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控制 2 

5 职业健康监护 2 

6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防

控（可选） 
（2） 

7 职业健康工作实践经验交流（可选） （2） 

合计 16（20） 

继续 

教育 

1 
有关职业健康新的法律、法规、标准、

规程和规范 
2 

2 
有关用于职业病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和新设备及其技术要求 
2 

3 国内外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先进经验 2 

4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2 

合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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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注：1. 复习及考试不计入学时；考试要求笔试，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 

2.（ ）为可选的课程和课时。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健康培训课时安排 
 

项目 序号 培训内容 学时 

初次 

培训 

1 职业健康法律法规 2 

2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4 

3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要求 6 

4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控制 2 

5 职业健康监护 2 

6 
工作场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防

控（可选） 
（2） 

7 职业健康工作实践经验交流（可选） （2） 

合计 16（20） 

继续 

教育 

1 
有关职业健康新的法律、法规、标准、

规程和规范 
2 

2 
有关用于职业病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和新设备及其技术要求 
2 

3 国内外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先进经验 2 

4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2 

合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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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注：1. 复习及考试不计入学时；考试要求笔试，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 

2.（ ）为可选的课程和课时。 

 

用人单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课时安排 
 

项目 序号 培训内容 学时 

初次 

培训 

1 职业健康法律法规 2 

2 职业危害因素的识别防护 3 

3 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措施 3 

合计 8 

继续 

教育 

1 
有关职业健康新的法律、法规、标准、

规程和规范； 
1 

2 
有关用于职业病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和新设备及其技术要求； 
2 

3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1 

合计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