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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鉴定中心、河北医科大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

究中心、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侦查技术中心、北京市公安局、华中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德州市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耀、丛斌、王坚、何光龙、吕途、武斌、张以刚、李永良、高冲、史天涛、汤鹏、

刘力、秦志强、官大威、周亦武、王振原、成建定、袁明俊、阮海根、张超、孙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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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 尸体检验职业防护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法医学尸体检验过程中涉及法医工作人员职业防护的原则、职业暴露风险评估与防

护分级、职业暴露风险管控、暴露后处置及防疫、心理健康干预、防护信息管理、个体防护装备等方面的

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公安、检察、法院、军队、社会鉴定机构、科研院所及医疗机构中从事法医学尸体检验

工作人员的职业防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0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A/T147 法医学 尸体检验技术总则

GA/T830 尸体解剖检验室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法医学尸体检验 forensicpost-mortemexamination
具备尸体检验资质的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指派或聘请具有资质的法医工作人员对尸体进行全面

系统的尸体外表和解剖检验的过程。
[来源:GA/T147—2019,3.2,有修改]

3.2
职业暴露 occupationalexposure
法医工作人员在从事法医学尸体检验过程中因接触各种生物性、物理性、化学性等有害因素而发生

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情形。

3.3
职业危害因素 occupationalhazard
法医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可直接危害劳动者身心健康和安全的因素。
[来源:GB39800.1—2020,2.2,有修改]

3.4
防护级别 protectionlevel
法医工作人员在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过程中,根据相应的职业暴露风险大小而划分应具备的防护

装备及防护措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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