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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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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4403/T 551—2024《居民健康体检服务规范》的第2部分。DB4403/T 551—2024已经发

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

——第 2 部分：0～6岁；

——第 3 部分：7～17 岁；

——第 4 部分：18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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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深圳市卫

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红艳、李创、曾波、李冰、王虹、邱明慧、熊静帆、陈瑶、温尔雅、李妍、

林威、张海霞、谢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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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体检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0～6 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辖区内0～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的基本要求、安全要求、服务提供、质量控制

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与儿童健康体检工作相关的机构，含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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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488.1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DB4403/T 551.1—2024 居民健康体检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用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48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0～6 岁儿童健康体检 0 ～6 years old children health examination

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临床医学检查，了解0～6岁儿童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

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

4 基本要求

4.1 资质要求

4.1.1 应符合 DB4403/T 551.1—2024 中 4.2 的规定。

4.1.2 开展儿童保健服务的机构应为卫生行政部门已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

4.2 人员要求

4.2.1 应符合 DB4403/T 551.1—2024 中 4.4 的规定。

4.2.2 从事儿童保健工作的人员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并接受儿童保健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合格。

4.2.3 在岗人员应定期接受儿童保健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

4.3 布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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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一般要求

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4.5的规定。

4.3.2 区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

4.3.2.1 儿童保健管理用房：开展儿童保健群体工作和信息资料管理业务，房屋面积应各不小于 15

平方米。

4.3.2.2 儿童保健门诊用房：儿童保健门诊应相对独立分区、流向合理、符合儿童特点；应设立分诊

区和候诊区，总面积不应小于 100 平方米；儿童健康检查门诊诊室不应少于两间；专业门诊用房应根据

所开展的专业需求确定。

4.3.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应根据儿童保健需求、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业务量配置用房。

4.3.4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应开设儿童保健相关专业门诊，应根据业务工作量参照本文件

执行。

4.4 仪器设备要求

4.4.1 应符合 DB4403/T 551.1—2024 中 4.6 的规定。

4.4.2 应根据开展儿童保健服务的内容，配备必需的基本设备和设施。

4.5 其他基本要求

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第4章的规定。

5 安全要求

5.1 信息安全

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5.4的规定。

5.2 其他安全要求

人员安全、场所安全、医院感染防控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第5章的规定。

6 服务提供

6.1 服务流程

0～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流程按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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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流程图

6.2 健康体检时间

6.2.1 婴儿期应至少开展 4 次，建议分别在 3、6、8 和 12 月龄开展。3 岁及以下儿童每年应至少开展

2 次，每次间隔 6 个月，时间在 1岁半、2 岁、2 岁半和 3 岁。3岁以上儿童每年应至少开展 1 次。健康

检查可根据儿童个体情况，结合预防接种时间或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检查时间、增加检查次数。

6.2.2 健康检查应在预防接种前进行，就诊环境布置应便于儿童先体检、后预防接种，每次健康检查

时间不应少于 5 分钟～10 分钟。

6.3 预约及检前咨询

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6.2的规定。

6.4 体检登记

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6.3的规定。

6.5 体检

6.5.1 一般要求

6.5.1.1 应符合 DB4403/T 551.1—2024 中 6.4.1 的规定。

6.5.1.2 健康体检项目参考《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2022）》，按照“1+X”模式可分为“1：

基本项目（必选项目）”与“X：专项检查（备选项目）”，医护人员应指导受检者根据自身健康状况

选择体检项目，见附录 A。

6.5.1.3 健康体检机构应安排医护人员辅助受检者填写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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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4 应做好隐私保护。应在父母或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婴儿、幼儿或儿童的全身体格检查，

医护人员应在体检开始前和完成检查后做好手卫生工作，必要时应佩戴防护手套。医护人员应采用合适

的方法来获取儿童的配合，对于能够理解的儿童，应解释检查将如何进行。体检工作人员检查儿童肛门、

外生殖器及乳房等部位时，应得到儿童和（或）父母、监护人的同意。

6.5.2 内容

6.5.2.1 新生儿保健

6.5.2.1.1 健康检查

6.5.2.1.1.1 新生儿出院前，应由助产单位医护人员进行预防接种和健康评估，并根据结果提出相应

的指导意见。

6.5.2.1.1.2 应开展新生儿访视，访视次数不少于 2 次，首次访视应在出院 7 天之内进行，对高危新

生儿酌情增加访视次数。访视内容应至少包括全面健康检查、母乳喂养和科学育儿指导，发现异常，应

指导及时就诊。

6.5.2.1.1.3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等新生儿先天性、遗传性

疾病和听力障碍、眼病的筛查工作要求见《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

6.5.2.1.2 健康评价

6.5.2.1.2.1 体格生长评价：应根据体格测量及体格检查结果进行评价。

6.5.2.1.2.2 心理行为发育评价：应根据神经系统反射是否异常、肌张力是否改变、追听追视是否异

常等进行心理行为发育评价。

6.5.2.1.3 指导

6.5.2.1.3.1 喂养与营养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产后尽早开奶，坚持新生儿第一口食物是母乳。

坚持纯母乳喂养、顺应喂养，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产后即可开始补充维生素 D，无需补钙。在无法实

现纯母乳喂养的情况下，可用婴儿配方奶作为替代。

6.5.2.1.3.2 体格生长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定期测量新生儿体重、身长、头围的重要性，反馈

测评结果，指导父母或监护人正确使用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图进行生长发育监测。

6.5.2.1.3.3 新生儿早期综合发展指导：应指导新生儿母亲及其家人多与新生儿说话、微笑和皮肤接

触，吸引新生儿目光追随，促进新生儿感知觉发展。

6.5.2.1.3.4 意外伤害预防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重视新生儿意外伤害预防，针对新生儿易发生

的窒息、呛奶、烫伤、溺水、中暑或被衣物等线头缠绕所致组织坏死等进行预防指导。

6.5.2.1.3.5 疾病预防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积极预防消化道、呼吸道等常见疾病，按时预防接

种，培养父母或监护人良好卫生习惯。

6.5.2.1.4 转诊

6.5.2.1.4.1 应对高危新生儿进行登记，并转入高危儿管理。

6.5.2.1.4.2 应对低体重、生长迟缓、消瘦、肥胖新生儿进行登记，并转入儿童营养性疾病管理。

6.5.2.1.4.3 在健康检查中，发现的神经系统反射异常、肌张力异常、追听追视异常等行为发育异常

且不具备诊疗条件的，应进行转诊。

6.5.2.1.4.4 在健康检查中，发现任何不能处理的疾病情况均应转诊。

6.5.2.2 婴幼儿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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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1 健康检查

6.5.2.2.1.1 应建立保健册（表、卡），并提供定期健康检查或生长监测服务，做到正确评估和指导。

6.5.2.2.1.2 应为婴幼儿提供健康检查，1 岁以内婴儿每年 4 次、1～2 岁幼儿每年 2 次。

6.5.2.2.1.3 应开展体格发育及健康状况评价，提供婴幼儿喂养咨询和口腔卫生行为指导。

6.5.2.2.1.4 应按照国家免疫规划进行预防接种。

6.5.2.2.1.5 应开展婴幼儿五官保健服务，重点对龋齿、听力障碍、弱视、屈光不正等疾病进行筛查

和防治。

6.5.2.2.2 健康评价

6.5.2.2.2.1 体格生长发育评价：应根据婴幼儿体格测量及体格检查结果进行评价。应至少包括生长

水平评价、生长速度评价、身材匀称度评价及成熟度评价四方面。评价方法见《中国儿童健康体检专家

共识》。

6.5.2.2.2.2 心理行为发育评价：应根据发育评估、智力测查、孤独症筛查等结果进行心理行为发育

评价。

6.5.2.2.3 指导

6.5.2.2.3.1 喂养与营养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继续母乳喂养，满 6 月龄起添加辅食。从富含铁

的泥糊状食物开始，逐步添加达到食物多样。提倡顺应喂养，鼓励但不强迫进食。辅食不应添加调味品，

尽量减少糖和盐的摄入。注重饮食卫生和进食安全。

6.5.2.2.3.2 体格生长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定期测量婴幼儿体重、身长、头围的重要性，反馈

测评结果，指导父母或监护人正确使用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图进行生长发育监测。

6.5.2.2.3.3 心理行为发育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了解婴幼儿各年龄阶段的发育里程碑，按月龄

结合婴幼儿的实际能力鼓励父母与婴幼儿玩耍和交流，促进婴幼儿的运动、感知觉、语言和社会交往能

力的发展。

6.5.2.2.3.4 意外伤害预防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采取综合措施预防婴幼儿意外伤害的发生，针

对不同年龄婴幼儿伤害发生特点，对窒息、烫伤、溺水、跌落伤等进行预防指导。

6.5.2.2.3.5 疾病预防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积极预防龋齿、屈光不正以及感染性疾病，按时预

防接种，加强体格锻炼，培养婴幼儿良好卫生习惯。

6.5.2.2.4 转诊

6.5.2.2.4.1 应对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中重度营养不良、单纯性肥胖、中重度贫血、活动期佝偻

病等高危儿进行专案管理。

6.5.2.2.4.2 应对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筛查结果可疑或异常的婴幼儿进行登记并转诊。

6.5.2.2.4.3 在健康检查中，发现任何不能处理的疾病情况均应转诊。

6.5.2.3 学龄前期儿童保健

6.5.2.3.1 健康检查

6.5.2.3.1.1 应提供定期健康检查或生长监测服务，做到正确评估和指导。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每年 1

次。

6.5.2.3.1.2 应开展体格发育及健康状况评价，提供学龄前儿童喂养咨询和口腔卫生行为指导。

6.5.2.3.1.3 应按照国家免疫规划进行预防接种。

6.5.2.3.1.4 应开展学龄前儿童五官保健服务，重点对龋齿、听力障碍、弱视、屈光不正等疾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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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和防治。

6.5.2.3.2 健康评价

6.5.2.3.2.1 体格生长发育评价：应根据学龄前儿童体格测量及体格检查结果进行评价。包括生长水

平评价、生长速度评价、身材匀称度评价及成熟度评价四方面。评价方法见《中国儿童健康体检专家共

识》。

6.5.2.3.2.2 心理行为发育评价：应根据发育评估等结果进行心理行为发育评价。

6.5.2.3.3 指导

6.5.2.3.3.1 喂养与营养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培养学龄前儿童规律就餐，自主进食不挑食，培

养良好饮食习惯；每天饮奶，足量饮水，正确选择零食；食物应合理烹调，易于消化，少调料、少油炸；

参与食物选择与制作，增进对食物的认知与喜爱。

6.5.2.3.3.2 体格生长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定期测量学龄前儿童体重、身高的重要性，反馈测

评结果，指导父母或监护人正确使用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图进行生长发育监测。

6.5.2.3.3.3 心理行为发育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做好入学前期教育及入学前准备，根据不同年

龄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发育特点，提供心理行为发育咨询指导。

6.5.2.3.3.4 意外伤害预防指导：应告知父母或监护人重视学龄前儿童伤害预防，针对不同年龄学龄

前儿童伤害发生特点，对溺水、跌落伤、烧烫伤、切割伤、误服药物以及城市道路交通伤害等进行预防

指导。

6.5.2.3.3.5 疾病预防指导：应指导父母或监护人积极预防龋齿、屈光不正以及感染性疾病，按时预

防接种，加强体格锻炼，培养学龄前儿童良好卫生习惯。

6.5.2.3.4 转诊

6.5.2.3.4.1 对中重度营养不良、单纯性肥胖、中重度贫血、活动期佝偻病等学龄前儿童应进行专案

管理。

6.5.2.3.4.2 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筛查结果可疑或异常的学龄前儿童应进行登记并转诊。

6.5.2.3.4.3 在健康检查中，发现任何不能处理的疾病情况均应转诊。

6.5.3 检查方法

一般检查、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辅助检查、健康体适能测评等检查操作规范应按DB4403/T 551.1

—2024附录A执行。

6.6 检后管理服务

6.6.1 一般要求

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6.6.1的规定。

6.6.2 服务内容

6.6.2.1 结果反馈

6.6.2.1.1 健康体检机构应根据信息化程度以纸质体检报告和（或）电子体检报告形式向受检者反馈

健康体检结果。

6.6.2.1.2 健康体检机构应每年向团体体检单位反馈高发疾病谱。

6.6.2.1.3 健康体检报告内容应至少包含报告首页（核心要素）、各科室（各项目）检查结果及建议、



DB4403/T 551.2—2024

7

总检结论三部分，总检结论应按照疾病或异常结果的急、重、缓、轻顺序排列，重要异常结果、慢性病

应作为指导的重点。

6.6.2.1.4 健康体检报告书写规范应按照 DB4403/T 551.1—2024 附录 B执行。

6.6.2.1.5 体检报告应于体检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机构应统计出具体检报告的及时率并不断改

善。

6.6.2.2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6.6.2.2.1 应符合 DB4403/T 551.1—2024 中 6.5.2.3 的规定。

6.6.2.2.2 健康体检机构应为受检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每年的健康体检结果应按规定时限录入健康

档案。

6.6.2.2.3 健康体检机构应根据体检结果给出健康指导建议，对出现重要异常结果受检者进行随访。

重点围绕重要异常结果、慢性病等健康问题，协同团体体检单位、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或社区健康服务站

进行干预，改善健康状况，并在健康档案中动态记录干预效果。

6.6.2.3 其他服务

除6.6.2.1和6.6.2.2之外的其他服务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6.5.2的规定。

6.7 投诉监督

投诉监督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6.6的规定。

7 质量控制要求

质量控制要求应符合DB4403/T 551.1—2024中第7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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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健康体检项目目录

A.1 分组

根据受检者年龄，将受检者分为3组，表格包括各组的基本项目(必选项目)和备选项目，以及慢性

病风险筛查备选项目。

A.2 体检项目

A.2.1 受检者新生儿期

受检者新生儿期健康体检的基本项目见表A.1。受检者新生儿期健康体检的备选项目见表A.2。

表 A.1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表(受检者新生儿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调查
现病史（包括主诉、一般情况等）、既往史（包括过敏史、用药史、

预防接种史）、出生发育史、家族史

基本情况 喂养及饮食史、生长发育史、日常状况、特殊情况等

体格检查

一般检查 体重、身长、身长别体重、头围、前囟、呼吸、脉搏

物理检查
头部、颈部、胸部、心肺、腹部、皮肤、

脊柱、四肢、淋巴结、肛门、脐带、外生殖器

专科检查 儿童保健科

神经心理测验

眼病及视力筛查

听力筛查

表 A.2 健康体检备选项目表(受检者新生儿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血常规

尿液分析

粪便常规

辅助检查 超声检查 心脏彩超、骶尾部彩超、髋关节彩超

A.2.2 受检者婴儿期

受检者婴儿期健康体检的基本项目见表A.3。受检者婴儿期健康体检的备选项目见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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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表(受检者婴儿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调查
现病史（包括主诉、一般情况等）、既往史（包括过敏史、用药史、

预防接种史）、出生发育史、家族史

基本情况 喂养及饮食史、生长发育史、日常状况、特殊情况等

体格检查

一般检查 体重、身长、身长别体重、头围、前囟、呼吸、脉搏

物理检查
头部、颈部、胸部、心肺、腹部、皮肤、

脊柱、四肢、淋巴结、肛门、外生殖器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血常规

专科检查 儿童保健科
神经心理测验

眼病及视力筛查

表 A.4 健康体检备选项目表(受检者婴儿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尿液分析

粪便常规

其他检查 25-羟基维生素D检测

辅助检查
超声检查 心脏彩超、髋关节彩超（6个月内）

心电图检查 心电图

A.2.3 受检者幼儿期

受检者幼儿期健康体检的基本项目见表A.5。受检者幼儿期健康体检的备选项目见表A.6。

表 A.5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表(受检者幼儿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调查
现病史（包括主诉、一般情况等）、既往史（包括过敏史、用药史、

预防接种史）、出生发育史、家族史

基本情况 喂养及饮食史、生长发育史、日常状况、特殊情况等

体格检查

一般检查 体重、身长、身长别体重、头围、前囟、呼吸、脉搏

物理检查
头部、颈部、胸部、心肺、腹部、皮肤、

脊柱、四肢、淋巴结、肛门、外生殖器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血常规

专科检查 儿童保健科
孤独症谱系障碍筛查、神经心理测试

眼病及视力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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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表(受检者幼儿期）（续）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专科检查 儿童保健科
听力筛查

口腔保健检查

表 A.6 健康体检备选项目表(受检者幼儿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尿液分析

粪便常规

生化检查
肝功能

肾功能

其他检查
乙肝两对半

25-羟基维生素D检测

辅助检查
超声检查 心脏彩超、肝胆脾胰彩超、肾脏彩超

心电图检查 心电图

A.2.4 受检者学龄前期

受检者学龄前期健康体检的基本项目见表A.7。受检者学龄前期健康体检的备选项目见表A.8。

表 A.7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表(受检者学龄前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调查
现病史（包括主诉、一般情况等）、既往史（包括过敏史、用药史、

预防接种史）、出生发育史、家族史

基本情况 喂养及饮食史、生长发育史、日常状况、特殊情况等

体格检查

一般检查 体重、身高、身高别体重、血压、呼吸、脉搏

物理检查
头部、颈部、胸部、心肺、腹部、皮肤、

脊柱、四肢、淋巴结、肛门、第二性征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血常规

生化检查 肝功能

专科检查 儿童保健科

神经心理测验

眼病及视力筛查

听力筛查

口腔保健检查

表 A.8 健康体检备选项目表(受检者学龄前期)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
尿液分析

粪便常规

生化检查
肾功能

血脂、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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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8 健康体检备选项目表(受检者学龄前期)（续）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检查内容

实验室检查 其他检查
乙肝两对半

25-羟基维生素D检测

健康水平测试
心电图检查 心电图

其他检查 身体成分分析

专科检查 儿童保健科
肺功能检查

脊柱健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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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可参考图B.1。

图 B.1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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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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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健康体检自测问卷（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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