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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和博凯药业有限公司、开封红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洛阳维尔健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郑州百消丹药业有限公司、绿健园（新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郑州禅医养生俱乐

部有限公司、河南佳禾康生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李济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硒芝尚品（郑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八喜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薛辉、刘洪生、徐镐生、马刚建、佘中生、王证明、王松峰、李玲、李长杰、晏

谊、曹启国。

本标准于 2022 年 04 月 22 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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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普工作服务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健康科普工作服务的术语与定义、科普内容、科普人员、科普方式、科普流程、科普

原则及监督与投诉等。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科普工作服务的科普内容、科普人员、科普方式、科普流程、科普原则及服务监

督与投诉等方面的规范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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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443 保健服务通用要求

GB/T30444 保健服务业分类

GB/T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T39509 健康管理保健服务规范

GB/T39510 老年保健服务规范

《 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4月 29日第二次修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6年 10月 25日发布实施）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 12月

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号）

《健康科普信息生成与传播指南（试行）》（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5年 7月 22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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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与定义

3.1 健康

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解释：

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还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

态。

3.2 科普

科普即“科学普及”，是指将目前人类所掌握和获得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进行传播的一个科学大众

化、民主化的过程。

3.3 健康科普

健康科普是指以健康领域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科学技能为主要内容，以公众

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呈现和传播信息，通过普及这些信息帮助民众形成健康观念，采取健康

行为，掌握健康技能，提高健康素养，从而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

3.4 营养

营养指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摄入的基本元素。现代医学指：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

（糖类）、维生素和矿物质（无机盐）、水、纤维素七大类营养素；也包括中医药学所指的药食同源

类补充剂，泛指补阳、补阴、补气、补血等。

3.5 保健

保健指保持和增进人们身心健康而采取的有关措施。具体指针对亚健康或疾病康复期的不同症

状，通过采取合理膳食、补充营养、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保健器械和保健服务等相对应的保健方法，

起到预防、减轻或延缓疾病发生的过程。

3.6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

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

或者 慢性危害的具有调理或辅助保健功能的食品。

3.7 保健用品

保健用品系指供人们生活中使用，具有调节人体机能和促进健康等特定功能的用品。如健身器材、

按摩器械、理疗产品、艾灸产品、膏贴、保健化妆品等

3.8 健康资料

健康资料是指有关健康方面的光盘、短视频、彩页、画报、手册、书籍、报刊、杂志等。

https://baike.so.com/doc/5408017-56459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01844-2539466.html
http://www.so.com/s?q=%E7%A7%91%E5%AD%A6%E7%9F%A5%E8%AF%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7%91%E5%AD%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s://baike.so.com/doc/968469-10236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905978-9575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38578-48514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79071-67928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724085-766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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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普内容：

4.1 科普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营养知识、膳食指南、良好生活方式、中西医药知识、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法律

法规、保健技能、养生健身及家庭孝道文化、红色公益教育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科普活动。

4.2 合法性

4.2.1 健康科普内容不得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医学营养保健伦理的内容。

4.2.2 健康科普不得含有宣传、引导、推广使用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及违禁的内容。

4.2.3 健康科普不得含有侵犯消费者音像权和隐私权的内容，公开发布涉及患者头像、身份及个人信

息的的内容须取得患者同意，未经患者同意的必须经技术处理隐去患者肖像信息方可展示，否则不得

发布和转载。

4.3 科学性

4.3.1 科普内容应正确，没有事实、表述和评判上的错误，有可靠的科学证据（遵循循证原则），符

合现代医学营养保健理论与共识。

4.3.2 科普内容应尽量引用政府、权威的卫生健康机构或专业机构发布的行业标准、数据、指南和报

告，有确切研究方法且有证据支持的文献等。

4.3.3 科普内容属于个人或新颖的观点应有同行专家或机构评议意见，或向公众说明是专家个人观点

或新发现。

4.3.4 科普内容应不包含任何商业信息，不宣传与健康教育产出和目标相抵触的信息。

4.3.5 科普内容不得发布含有“百分之百”、“第一”字眼等夸大功效的内容。不得宣传推广有“医

学迷信”、“健康迷信”、“江湖骗术”等违背医疗健康科学的内容。

4.4 适用性

4.4.1 科普应针对民众关注的健康热点问题。

4.4.2 科普信息的语言与文字应适合目标人群的文化水平与阅读能力。

4.4.3 科普应避免出现在民族、性别、宗教、文化、年龄或种族等方面产生偏见的信息。

4.4.4 科普应把复杂信息制作成简单、明确、通俗的信息，使目标人群容易理解与接受。

4.5 尊重知识产权

健康科普应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原创，健康科普资料应标明“原创”、“转载”等字眼，转载的

科普资料应标明出处。健康科普应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内容发布健康科普信息，不得进行剪辑、拼接、

修改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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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专家审核

在健康科普信息编制过程中，应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信息进行审核。

5. 科普人员

5.1 科普人员：包括中西医医务人员、公共营养师、保健按摩师、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保育员、中

医管理师、健康管理师等健康教育工作者。

5.2 科普人员应经过入职健康教育培训合格后方能从事科普工作，且应定期参加相关专业培训，提高

科普服务水平。

5.3 科普人员应有博爱之心，尊老爱幼，关怀呵护迫切需要健康帮助的人群。

5.4 科普人员应有工作责任心，礼貌规范，言辞清晰，表达能力强。

5.5 科普人员应着装干净整洁，拥有良好个人形象。

5.6 科普人员应对本人领域的健康知识进行科普，并对其科普的内容有深入的科学认识，其科普的内

容应符合营养保健规范。

5.7 科普人员应尽量引用公认的行业标准、数据、指南、报告及严谨的文献证据等。

5.8 科普人员应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就职单位、技术职称、专业或研究领域、擅长领域、

取得成果或荣誉等。

6. 科普服务

6.1 科普方式

6.1.1 线下科普：包括发放健康资料、科普讲座、运动健身、专家义诊、产品试服、保健体验、上门

科普等。

6.1.2 线上科普：包括传统网络媒体、短视频、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6.1.3 科普应根据目标受众特点，选择合适的传播形式。

6.1.4 科普形式应服从健康科普信息的内容，并能达到预期的健康科普目标。

6.1.5 健康科普应考虑节约原则，在满足信息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的前提下，选择经济的传播方式和

传播渠道。

6.2 科普设施

科普场所设施应齐全。包括但不限于：

6.2.1 应有科普所用的网线、电脑、幻灯机、翻页笔、写字板、记号笔等设施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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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应悬挂相关条幅等，营造热爱健康、追求健康、促进健康的浓厚氛围。

6.2.3 应提前对科普现场进行消毒杀菌，备好口罩、手部消毒液等卫生防护用品。

6.2.4 应干净卫生，消防设施符合消防安全。

6.3 科普流程

科普服务应组织有序，有完整的科普流程。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6.3.1 科普应制定课程表，课程表应注明科普主题或科普活动内容、科普人员、时间安排及要求。课

程表应提前在科普场所醒目处公告。

6.3.2 科普场所应明确现场秩序，安排相应工作人员，保证科普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6.3.3 科普时应对客户信息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健康需求，

对科普的要求和建议等。

6.3.4 科普讲座每课时应在50分钟以内，有听众互动环节，保证科普效果。

6.3.5 科普结束应对科普内容与方式进行效果评价，了解科普信息的内容和形式是否适当、听众的满

意度及需要改进提高的不足之处。

7. 科普原则

7.1 科普应按规定程序和课程表内容有序进行，不应随便变动。

7.2 科普应禁止非科学性引导，在健康科普中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民众传播或推荐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内

容或产品，严禁在科普内容中出现有虚假、欺骗诱导民众购买产品等行为。

7.3 健康科普应坚持线上线下一致原则，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健康科普信息发布的相关要求。

7.4 科普人员身份应真实可查，持证上岗。

7.5 健康科普应属公益，不应收取费用。

8. 监督与投诉

健康科普应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社会投诉举报监督机制，设置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渠道，及

时妥善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本标准的解释、修改、使用权在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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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起草编制《健康科普工作服务规范》团体标准，旨在通过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科学普

及各类健康知识，增强主动健康意识，倡导科学生活方式，不断提高民众健康核心信息知晓率和健康素

养水平，使健康科普走进千家万户，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本标准规定了健康科普工作服务的术语与定义、内容、人员、方式、流程、原则及监督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的有关规定，按照 GB/T1.1-2020 的要求起草修订，河南省营

养保健协会经过市场调研提出《健康科普工作服务规范》，联合相关单位和专家共同参与，依据相关法

律和相关标准制定该团体标准，为帮助政府有效监管、作为对健康科普的操作规范提供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科普工作服务的科普内容、科普人员、科普服务、科普原则及服务监督与投诉

等方面的规范要求。

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2022 年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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