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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息交流
·

参加W H O总部工人卫生规划
.

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何凤 生

世界卫生组织 (W H O ) 总部为使 19 9 0年后未来 6

年中的工人卫生工作规划确能推动各国的职 业卫生
,

`
了

,

并使广大工人能在 2 00 0年享受保健
,

特组织了一个工

人卫生规划顾间委员会 (W H O rP
o g r

脚m e A d -

v i s o r y 伪 n甘n i锐 e e o n W b比色抬 H ea lt h ) ,

为W H O

总部制定 1 9 9。~ 1 9 9 5年的中期规划提供咨询服务和建

议
。
i 我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名顾何

,

于 1蛇 8年 2月 15 ~

19 日在 日内瓦参加了该顾间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

会议由 W H O总部职业卫生办公室组织
。

到会的

顾闷委员共什 召名
,

除我之外
,

还有苏联医学科学院

莫斯科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所长 几m e加v 教授
,

美国国立职业安全卫
L

生研究所所长 M il lar 博士
,

芬

兰职业卫生研究所所长 R a掀 a n e n 教授
,

日本筑波大

学社会医学研究所 Y aln ag uc h i
l
`

教授
,

南朝鲜天主教

医学院工业医学中心主任 C h。 教授
,

瑞士洛桑 医学

院卫生系主任 C切 ll e n il n 博士
,

津巴布书劳动卫生

职业卫生安全赔偿处 B拜」。 y分处长
。

此外
, 还有

。

国际
、

劳工组织 〔几 O )的代表 D劣时d和 不pg
、 `

博出
,

以及国

际职业卫生委员会 (I C O珊的代表 aP 珊 pg g i a n i 教

授列魔了会议
。 卜

` 1
· `

会议选举了苏联的 sI 补卿p v 。教授担任主席
,

美
「

国的 m il l留
,

博士和 中国以我为代表担任副主席 , 芬

兰的 E冷对比 n e n与津巴布韦的 E厄 l p y i 担任报青执笔

人
。

W H O 副总干事胡庆澄医师先致开幕词
,

会丰讨

论了为提交到第4。届W l l o 三大会上关于 1。只。~ 工9 9 5年

中期规划中
,

.

包含在
·“

特殊人群卫生卜中的工人卫生

规划
。

首先
,

代表们回顾了w H。
,

前 ~ 个中期规划电

的工人卫生规划
,

认为场 84 “ 均 a ,年中期规划月标明
、

确
,

实施成绩也很大
。

在前~ 期规划中、 由于发展中 I

国家多数缺乏全 国职业卫生问题的调聋
,

有绘发展中

国家处于工业化进展较快的阶段
, 而职业卫生的发展

较慢
,

以致已发生不少职业病病人
,

故w H 。 提出 了建

立有效的职业病报告制度
`

的要求
。

在发达国家中
,

从

事工业生产 的劳
;

动者转移到商业和服务行业的
.

人数逐

渐增多
,
「

`

其中妇女就业者增加
,

因此 W l姆
.

认为解

决不良社会心理因素和功效学的间题
,

应为提高工人

健康的重要内容
。

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医 疗 卫 生 体

制
,

如何使职业卫生和初级保健服务相结合
,

有待各

国创造不同的模式
。

W H O 认为
,

依靠各国的职业卫

生合作中心
,

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去发展 自己的职业卫

生服务
、

培训及科研
,

是 W H O 推动工人卫生的有效

方式之一
。

针对上述情况
,

W H O 迄今已在全球建立

了 4。个w H o 职业卫生合作中心
,

我国就有两个
。

在

过去几年中
,

W H O 召集专家讨论
,

出版了一系列指

南
,

指导各国完成上期工人卫生规划中的任务
。

这些

出版物内容丰富
,

指导性强
,

深受大家的欢迎
。

例如
:

1
.

《 以健康为基准的职业接触闭限值》 。

专家

组通过该书对常见的重金属
、

溶剂
、

农药
、

植物性粉

尘
、

呼吸道刺激物和金属矿尘等的接触阂限值提出建

议
。

2
.

《与工作有关疾病 》
。

提出与工作有关疾病

的定义和范围
,

及其预防的建议
。

3
。

《 职业病的早期检测 》
。

选择并集中了常见

职业病现有
·

的早期诊断方法
,

供实际工作参考
。

_

4
.

书作业人群中神经中毒性疾病的预防》
。

对

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
、

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进

行综述
,

提出预防建议
。

-

`

: 5
,

「

必视屏终端作业的职业卫生 》
。

对新近发展

的
:

抓屏作业的初步劳动卫生调查进行了综述
。

6
.

《 ;

对生殖系统的职业危害》
,

也是一本较新

的大型综述
,

包括实验室及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7
.

《 工作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及其与 健 康 的 关

系》 。

这是专家组会议的论文汇编
,

共收集 21 篇 论

文
,

1份盯年出版
。

代表们根据上期工人卫生规划 的实 施 情 况
,

对

1 0 9口~ 1 9肠年W H O 中期规划中的工人卫生规划提出

了建议
,

认为今后应继续支持各国发展和应用职业卫

生的技术
,

支持各国创建控制职业危害和保护提高工

人健康的卫生体制
,

或推行工人保健计划
。

具体的目

标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 1 )建立和应用标准的职业

病报告制度
,

掌握劳动环境监测和工人健康体检的资

粉 ( 2 )建立和发展促进各国职业卫生组织支持基层

保健人员开展职业病预防工作的途径
,

1

如出版讲授基

层保健人员预防工作指南或培训教材等
, ( 3) 鼓励工人



直接参加卫生保健工作
,

如编写教材
,

培训工人如何

在工厂现场保护健康和提高健康 . ( 4 )和 IL O合作编

写一系列指南
,

支持贯彻一些法规
,

保护易受害而缺

乏卫生保健的劳动者 (如农民和乡镇企业的工人 ) 的

健康
。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

W H O 将与其各地 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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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W H O 其他各处 (如环境卫生
、

精神卫生
、

家庭

卫生
、

老年卫生
、

传染病
、

虫害控制
、

康复医学
、

放

射医学等 ) 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如国际癌症 研 究 中 心

(妞丑C )
、

IL O
、

国际化学品安全署 ( IP C s)
、

IC O H密切

合作
,
以便推动各国的工人卫生保健

,

实现
` 2 0。。年人

人享有保健
,

的伟大目标
。

西 德 的 职 业 病 概 况

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 张国高

今年我出访西德期间
,

曾先后到职业医学研究机

构和防治中心
,

以及一些厂矿的生产现场和医疗部门

参观
,

借此了解到有关西德近年来的职业病一般情况
。

1
.

职业病名单
,

西德 1 97 0年公布的职业病名单

包括 5 5种职业病 (参见劳动医学 19 8 5 ; 2 ( 4 ) : 7 6 )
。

2
.

职业病发病情况
:
根据西德 19 78

、
1 98 0 和

1 9 8 6年公布的职业病例数 (首次赔偿登记数 ) 的统计

资料
,

可以看出该国职业病发生的一般情况
。

( l) 在化学因素引起的职业病方面
,

以溶剂中的

卤 (代 )烃
、

苯和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等中毒为多
,

例数虽不很多 ( 1 9 86年统计为 7 34 例 ) ,

但有逐年上

升趋势
。

重金属与类金属中毒如以例数多少为序
,

则

以铅
、

铬
、

汞
、

砷中毒为多见
。

由19 86年统计资料可

见
,

除铅中毒例数下降外
,

铬
、

汞
、

砷中毒人数均在

增加
,

但例数亦不多
,

三者加上铅中毒为 248 例
。

值

得一提的是
,

酸致牙齿疾患却在逐年增多
, 19 70年 286

例
, 19 80年增至 7 77例

,
1公a 6年高达 10 8 0例

。

〔 2) 在物理因素引起的职业病方面
,

则以噪声聋

为最多见
, 197。年登记为 2。。 6例

,

198。年显著上升至

15 5 9 4例
,

至 19 86年有所减少
,

但仍达 94 4 8 例
。

其次

是机械作用引起的疾病较多
, 1 9 8 6年亦有所减少

。

电

离辐射所致疾患 1 9 8 6年却较以往增多
。

( 3 )传染病例数占整个职业病的第 6 位
, 1 986年

有所下降
。

动物传播的疾病近年都在增加
,

矿工蟠虫

病则极少发生
。

( 4 ) 呼吸道
、

肺部
、

胸膜和腹膜疾患例数占总职

业病第 2 位
。

所占比例
,

1 97 0 年为 2 7
.

4%
,

19 8。 年

1弓
.

2%
,

1妞6年 2 1
.

2%
。

在无机粉尘所致疾病中
,

以

矽肺最多见
,

但已逐年下降
, 1 , 7。年 52 88例

,
1 98 0年

·

3 8 0 5例
,

198 6年 3 1 0 5例
。

矽肺合并结核亦 在 逐 年 减

少
。

在石棉肺及其合并肺癌 以及石棉所致胸膜
、

脚膜

间皮瘤却逐年增加
,

与 1 9 7 0年比较
,

19 80 年石棉肺增

加 2 倍
,

石棉肺合并肺癌增加 9 倍
。

19 86年石棉肺继

续增加达 7
.

7 倍
,

石棉肺合并肺癌增加 2 9倍
。

间皮瘤

1 9 8 6年比 198 0年增加 4 倍
。

这类职业虽然发病人数并

不多 ( 19 86年统计数
,

石棉肺为 8 92 例
,

石棉肺合并

肺痛为 1 48例
,

间皮瘤为 2打例 )
,

但这种严重的职业病

发展迅速
,

引起了西德各方面的极端重视
。

近年来已

将石棉致癌机理和石棉肺的早期诊断列为国家重点科

研课题
。

值得一提的是
,

硬合金粉尘所致肺纤维化疾

患
,

也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

有机粉尘所致疾患中
,

主

要系由致敏性物质和化学性刺激物或毒性物质所致气

道阻塞性疾患
,

且在逐年增加
,

近年已超过矽肺发病

人数甚多
,

患者不少是面包制作工
。

农民肺和棉尘病患

者极少
,

这与西德农民和纺织工人甚少有关
。

( 6 )职业性皮肤疾患的发病人数
,
历年均为其他

职业病之首
,

多数为过敏性皮疹
,

虽不致过多影响劳

动能力
,

但常给工人带来莫大的困扰
。

3
.

几点看法
:
西德职业病人数虽然不多

,

但公

布的职业病范围却相当扩大
,

即使是职业性并不明显

的疾病
,

,

和我们认为是属子职业性多发病的
,

都已早

年列入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名单中
。

这种做法是由该国

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所决定的
,

并与其对

全民福利的重视和对劳动生产力的爱护有关
,

尤其是

后者产生的效果
,

已反映在西德工业的高度发展中
,

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

当然各国职业病名 单 的 制

订
,

应根据各自的国情
。

我国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将

我国规定的职业病名单作出了合理的扩大
,

确是及时

之举
,

此对我国今后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必将大大推或

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