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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贫《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创刊

《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的诞生
,

标志着我

国学术界赶超世界水平的 又一个起点
。

近半个

世纪 来
,

因工业 发展所致人 民灾难性病伤的认

识和控制
,

成为时代的一 个胜利
。

不能不 归功

于有识 之士
,

在其本身的业务活动外
,

还注意

到普及 专业知识
,

创办学术杂志是一项 重要工

作
。

“

工业 医学
” 、 “

劳动 卫生
” 、 “

劳动 医学
” 、

“

职业 医学
”

等词的学术意义
,

众说纷云
,

暂

且不予细辫
,

但我觉得以 下四 点共性
,

是无可

否定的
。

1
.

根据近代 医学发展的 目标论学
,

离不

开
“

环境
一
人群

一预 防
`
,

六个字
,

人们在从事生

产中
,

不可避 免地要遇到这样那样有损健康的

病伤
。

根据 1 9 5 0年 IL O ( 国际劳工组 织 )/ W HO

(世界卫生组 织 ) 联合职 业 卫生专家委 员会所

仃的 目标
,

即
“

预 防工人 由于工作状况导致健

康的损 害和保护工人 由于 不利于健康因素而 导

致的 危险
” ,

至 1 98 5年的 国际 劳工大会通过 的

16 1号公约
,

确定职业 卫生服务是
“

着重 于 预

防为 目的及提供咨询的责任… … 对建立和维持

一个安 全和健康工作环境
,

使它能促进与工作

有关 的最佳身体及精神健康
,

并按照 工人的身

心 健康能力去适应工作
” 。

2
.

我 国工业在迅速地发展
,

与建国初期

比
,

恶性的职业病如矽肺
、

铅 中毒 等确 是 减

少
,

但 病例减 少
,

并不等于消失
。

轻的和中等

度疾病还 容易认识
,

甘有些 疾病包括恶性肿瘤

是否与生产环境有关难 以确认而 施 以 预 防
。

加之
,
由于 乡镇工业的发展
,

老问题 又 在 抬

头
,

因而职业病 医生所面临的问题
,

具有两重

性
。

实际上
,

跟工作环境有关的职业病
、
.

多因

素疾 病
、

外伤等始终存在
,

故职业 医学与临床

医学之间的界线逐渐消失
,

要求职业病医生深

入研究病因
,

改进诊断标 准
。

呼吸道疾病
、

神

经病学
、

免疲学
、 ’

肾病
、

皮肤病等方 面
,

都需

要确定各临床分支中的职业 成分
,

所以 职业流

行病学已 成为临床手段 以外的必要组 成部分
。

3
.

世界卫生组 织的 全球策略是 2 0 0 0 年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与我国
“

预 防为主
”

方针

是一致的
。

要实现这一策略
,

主要用初级卫生

保健手段
,

即在医 院门诊
、

职业 病科
、

厂矿保

健站
、

职工 医院中实施初级卫生保健
,

也就是

治疗和预 防疾病的统一
,

处理个体病人 与人群

的保 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措施并笃齐驱
。

因而

工业 医学必须结合在初级卫生保健之中
,

非此

不能获得效益
。

4
.

维 护健康是每个人 自己的责任
,

不吃

饭要挨饿
,

人们 便从小 会吃饭
,

这是本能 ; 而

如何吃得合理
,

则需要营养知识
,

靠后天的学

习
。

要求工人不 因生 产而损害健康
,

必须使人

人懂得疾病的来笼去脉
,

人人实行 自我保健
,

这

在工业 医学中更容易做到
,
而且 更需要做到

。

以上 四点 几成为尽人皆知的
,

但在具体实

践中
,

不一 定人人能做到
,

依靠宣传
,

在职的

继续教育
,

不难逐渐做到
。

在美国工人中宣传
a

工人有权利知道
”

( R ig h t t o K on w )
,

且

仃 入立法
,

工人不但起 了监督作用
,
而且懂得

自己保护 自己
。

我想主编 《 中国工 业 医 学 杂

志》 的同志
,

是能高瞻远瞩
,

并为此而奋斗的
。

最后
,

我还愿提一下 《英 国工 业 医 学 杂

志》 的成就
。

它创刊于 1 9 4 4 年
,

为 季刊
,

于

1 9 8 5年改为双 月刊
,

在44 年巧历程 中
,

已成为

世界高质量的刊物之一
。 “

千里之行
,

始于足

下
” ,

希望不久的 未来
,

本刊能列入世界优秀

刊物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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