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2022)

摘   要

健康体检是实施疾病早期预防和开展健康管理的基本途径及有效手  

段之一，2014年发布的《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为我国健康管理  

(体检)机构开展体检服务提供了科学的参考和依据。随着近年来新的健 

康体检适宜技术及方案的不断出现，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中华  

健康管理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全国健康体检专家充分讨论,制定了《健  

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2022)》。本共识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 

以2014版共识为基础，以健康管理创新理论和专科领域最新技术为学术  

指导，进一步完善了健康体检服务方案，适用于全国各级各类从事健康体  

检的医疗机构和单位，旨在为我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开展健康体检服  

务提供基本参考依据，指导我国健康体检规范化管理和推动健康管理学科

不断发展。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及《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的意见》[2]均提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指导思想。健康体检作为健康管理的关键环节，在健康中国建设 

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 

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 

隐患的诊疗行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国民健康意识的增强， 

我国居民健康体检需求日益增加，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健康体检人

次为4 .64亿人次[3]。



为引领和促进我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与行业规范有序地开展健康 

体检服务，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编 

辑委员会在组织全国健康体检专家充分论证后，发布了2014版《健 

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4]。该共识的发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健 

康体检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为全国各级健康管理(体检)机构的项目

设计提供了科学的参考和指导。

近年来，随着学科及科技的发展，健康体检理念不断更新，新的健康 

体检适宜技术及方案也在不断涌现，这些新技术新理念的更新整合， 

必将为我国人群健康体检服务带来质的提升。5G+”三早”(早筛查、早 

评估、早干预)健康管理系统是近年来健康管理学科重要的理论创新 

[3],健康体检作为其中“早筛查”的重要内容，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发 

挥重要作用。而针对健康体检报告提出检后管理方案，也越来越成为 

构建健康体检完整流程的重要一环。另外以基因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技术不断发展成熟，也为体检人群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基于以 

上原因，以2014版共识为基础，融入新理念、新技术，由健康管理 

领域和临床相关专家组成的编写组经过多次讨论，完成了此次新版共 

识的修订工作。在对新的适宜技术及方案纳入健康体检的可行性进行 

探索的同时，也希望以更新的健康管理理念，满足受检者日益增长的

健康管理需求，推动健康管理学科不断发展。

一、体检项目推荐原则



本共识的体检项目设置遵循科学性及适宜性的整体原则，采用”1+X” 

的体检项目设计体系框架，“1”为基本体检项目，“X”为专项体检项目。 

各项目的实施可结合互联网工具，融入健康管理(体检)机构信息化

体系建设中。

基本体检项目是建立个人健康管理档案的必须项目，是开展体检服务 

的基本检测项目，是形成健康体检报告的基础项目；专项体检项目是

主要针对不同慢病风险个体进行筛查的项目[4]。

基本体检项目包含健康体检自测问卷、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辅助 

检查。检前问卷评估可作为个性化体检项目设计的数据参考。考虑到 

人群填写的便捷性和标准化，本共识推荐的健康体检自测问卷(附录 

一)是借鉴了国内外相关问卷，并通过各级健康管理专家充分考虑填 

写的必要性、规范性、可行性后设计制定的版本。其他3个部分构成 

了基本体检项目的主体：(1)体格检查：包括一般检查和物理检查2 

个部分。 一般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脉搏；物理检查包 

括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妇科等。其中血压、体 

重、腰围及体重指数等指标对评估高发慢病风险如心血管疾病等均有 

重要意义，是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和数据[4,5]。(2)实 

验室检查：包括常规检查、生化检查和细胞学检查3个部分。常规检 

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粪便常规，均是《诊断学(第九版)》[5]

规定的检查内容；生化检查包括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



甲状腺功能，其中肝、肾功能是《诊断学(第九版)》[5]规定的检 

查内容，血脂、血糖和尿酸等检查项目具有较高的循证医学证据并被 

国内外慢病风险预防指南推荐；细胞学检查主要指的是宫颈脱落细胞 

检查。 (3)辅助检查：主要包括心电图检查、放射检查和超声检查3 

个部分。常规心电图检查和腹部 B 超检查是《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

[6]中要求设置的项目。

专项体检项目主要以我国高发慢病筛查为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疾病谱不断发生变  

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 

总负担的≥70%[7,8],故高发慢病为体检人群专病筛查的重点内容。  

在专项体检项目推荐时，可结合对应风险评估工具进行人群风险分层，

更有针对性地推荐适宜技术和适宜筛查频率。

从科学性角度，专项体检项目推荐目录主要参考国内临床专科领域筛 

查指南或共识推荐项目，包括循证医学证据的评估分级、临床检测灵 

敏度和阴性预测值等，并结合了编写组专家的专业临床经验。从适宜 

性角度，优先推荐对于体检人群接受程度更高的无创检测项目，并充 

分考虑全国各级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广泛推广的可行性。在专项疾 

病的筛查项目推荐部分，结合临床认可度、技术性能表现、人群依从 

性、开展的便捷性对项目进行分级，基本满足以上评估维度的项目作

为“优先推荐”,其他作为"可选项目"。



二 、体检项目使用建议

为了在体检服务实践中更好地使用和推广本共识，特提出以下实施要

求及注意事项[4]。

1. 一般要求：开展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机构和人员必须符合前卫生部 

《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国家卫健委《健康体检中心管理规范 

( 试 行 ) 》 《健康体检中心基本标准(试行)》的要求，具有相应的 

执业资质并持证上岗，并具备完成健康体检基本项目内容所规定的场

地、仪器设备、质量控制及信息化要求[4]。

2. 基本体检项目目录的使用要求：该目录是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基础， 

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在保证完成基本项目目录的前提下，根据所在   

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具备的人员、技术设备等条

件选择开展专项体检项目，特别推荐开展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部分恶性肿瘤相关的风险筛查项目。特别说明：进行专项体检项目检 

查时建议充分关注基本项目内容，以避免重复检查。本体检基本项目 

主要针对成人健康体检，不包含妇幼保健、职业病、入职(入学)等

特殊体检，亦不涉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评价[4]。



3.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的使用要求：健康体检自测问卷是开展健康体检

基本项目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问卷获取的健康信息及数据与体检检



查中的数据信息同等重要，是形成健康体检报告核心要素的重要内容、 

选择专项体检项目的重要依据以及开展检后健康评估与开展个性化健 

康管理服务的重要信息。因此，各级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必须将体 

检自测问卷纳入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必备项目。该问卷主要适用于≥ 

18岁成人，采用多样化采集方式，包括借助于远程移动终端的电子问 

卷与纸质问卷，填写方式可根据受检者年龄、文化程度等采用自填或 

面对面询问。答题前先仔细阅读问卷引导语与答题要求及注意事项， 

建议每个受检者必须完成自测问卷后方可获取健康评估及健康指导报 

告。对自测问卷填写不合乎要求或存在漏填、错填、误填者要及时剔

除，以免影响健康体检报告首页质量[4]。

4. 填写健康体检报告核心要素的注意事项：健康体检报告核心要素 

(附录二)同样是各级健康管理专家充分考虑必要性、规范性、可行 

性后设计制定的标准化版本，是遵循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化要求，参照 

电子病历首页和居民健康档案首页的设置格式，依据现行健康体检基 

本项目目录和健康体检自测问卷的主要内容而形成的体检信息摘要。 

健康体检报告核心要素是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与健康体检产出的统一要

求，是未来将健康体检纳入国家健康信息统计的基本途径[4]。

三、体检项目目录

( 一 ) 基 本 体 检 项 目 ( 表 1 )



表 1 基本体检项目4

项 目
主要检查内容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

体格检查

一般检查

物理检查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生化检查

细胞学检查

辅助检查

心电图检查

放射检查

超声检查

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及家族史、生活方式信息、运动情况调查、心理及精神压力

身高、体重、腰围、血压、脉搏

内科：肺部、心脏、肝、脾等

外科：皮肤、头颈、脊柱、四肢、关节、浅表淋巴结、甲状腺、肛诊、外生殖器(男性)、乳腺(女性) 
眼科检查：视功能(视力、色觉等)、外眼、眼前节、内眼

耳鼻咽喉科；外耳道、鼓膜、听力、鼻腔、鼻窦、咽喉

口腔科：口腔黏膜、牙齿、牙龈、顺颌关节、腮腺

妇科：外阴、内诊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

尿液分析；尿蛋白、尿潜血、尿红细胞、尿白细胞、尿比重、亚硝酸盐

粪便分析：便常规、使隐血

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 
肾功能：尿素氨、肌酐

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血糖：空腹血糖

血尿酸

甲状腺功能：总甲状腺激素、游离甲状腺激素、促甲状腺激素

宫颈脱落细胞检查

十二导联心电图

胸部正位片或正侧位片：肺部、心脏、胸席、纵隔

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

女性：子宫、附件

( 二 ) 专 项 体 检 项 目 ( 表 2 , 3 , 4 , 5 )

1. 专项体检目标人群：专项筛查项目起始年龄的设定参考国内临床专 

科领域筛查指南或共识推荐，在健康体检人群中实际应用时，应根据 

受检者的性别、生活及饮食习惯、家族史等疾病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

层管理与实施。

表 2 专项体检筛查类项目月标人群

项 目

心脑血管疾病箍查

高血压筛查

冠心病筛查 

脑卒中筛查

血管疾病能查 

癌症筛查

肺癌筛查

结直肠癌筛查

胃癌筛查 

肝癌筛查

乳腺癌筛查

宫颈癌筛查

前列腺癌箍查

其他慢性病筛查

慢
阻
肺
筛
查

2
型
糖
尿
病
筛
查

骨

质

疏

松

筛

查

 

慢

性

肾

病

筛

查

肝病筛查

病毒性肝炎

脂肪性肝病

肥胖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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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人群

>18岁

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体检人群

>40岁或高危人群 >40岁或高危人群

>40岁或高危人群 >40岁或高危人群

>40岁或高危人群

225岁

>60岁或高危人群

>35岁

>40岁或高危人群

>40岁

体检人群

高危人群

>40岁或高危人群

体检人群

危
险
因
素

遗
传
因
素
、
增
龄
、
高
钠
低
钾
膳
食
、
过
量
饮
酒
、
长
期
精
神
紧
张
，
缺
乏
体
力
活
动
、
超
重
肥
胖
、
2
型
糖
尿
病
史
、
 
血
脂
异
常
史
、
高
血
压
家
族
史

增龄.男性、
吸烟、超重/
肥胖、冠心
病家族史.高
血压史、糖
尿病史，血
册异常史

吸
烟
、
缺
乏
运
动
、
肥
胖
、
高
血
压
史
、
糖
代
谢
异
常
/
糖
尿
病
史
、
血
脂
异
常
史
、
高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血
症
史
，
心
房
 
颜
动
或
其
他
心
脏
病
史

、预动脉狭牵更”脑卒中家族史

增龄、男性、高血压史、吸烟，血脂异常史、2型糖尿病史，家族史

吸烟.被动吸烟、会并慢阳肺疾病史，环培或高危职业是露中、肺痛家族史

饮食偏好红肉和加工肉类，吸烟和大量饮酒、肥胖、结直肠癌家族史、炎症性肠病史、2型糖尿病

史  等

增龄，高盐饮食、摄入过多腌制食品、吸烟、大量饮酒、幽门螺杆菌感染史、胃癌家族史等

过度饮酒，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

“史，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史、肝硬化史、肝癌家族史等

高脂饮食、月经初潮年龄早，绝经年龄晚、不孕及初次足月产的年龄晚，营养过剩、肥胖、乳腺癌家族 
中

吸烟，初次性生活年龄过小、多个性伴、经济状况低下、高危型人乳头瘤样病毒(HPV)持续感染史、 
免疫缺陷史、HPV相关的外阴或阴道不典型增生病史、性传播疾病史、有宫颈癌家族史等”

增龄、过多摄入生奶或相关乳制品/锌、吸烟、肥胖、前列腺炎史、良性前列腺增生史、前列腺癌家

“族史、乳腺癌家族史等

遗传、增龄、性别、烟草、燃料烟雾、空气污染、肺生长发育不良、低体重、气道高反应性、职业性粉尘 
感染、支气管哮喘史、慢性支气管炎史等

增龄、缺乏体力活动者、超重/肥胖、糖尿病前期史、黑棘皮病史、高血压史、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

疾病史、巨大儿分娩史或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 一级亲属家族史等

增龄、女性绝经，不健康生活方式、体重过低、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和药物、脆性骨折家族史等

年龄>65岁者、药物，偶然发现的血尿或蛋白尿、感染性疾病史、代谢类疾病史、心脑血管疾病史、免 

疫性疾病累及肾脏、肾脏结构异常或尿路梗阻史、肾病史、遗传性肾病家族史

反复输血、血液透析、多个性伴侣者及男男同性性行为者、静脉药稳者、接触血液或体液职业的人

员、阳性亲属、免疫抑制剂治疗史等

不健康的饮食行为、久坐少动、长期缺乏体育锻炼、肥胖、血脂异常史和代谢综合征史，2型糖尿病

’更等

增龄、男性、吸烟、饮酒、高热量饮食结构、静坐时间长、锻炼时间少等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

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0801712706100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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