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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路线合理
、

有工作现场
、

能与专科业务相结合
、

完成周期短
、

并肯接受标委有限资助的单位作为委托

任务下达
。

修订完成者可享受标准研制负责单位同等

待遇
,

即承认为承担国家任务
,

完成后由全国标准技

术委员会颁发完成任务荣誉证书
。

二
、

目前存在主要问班

1
。

研制工作步伐减慢

工作难度增大
,

表现在收集病例数量减少
,

涉及

怪性职业危害的项 目中
,

观察时间短
,

指标缺乏特异

性
,

有的项目所用临床研究方法不够完善
,

新的观察

指标有待验证等
。

但影响研制进度的因素除工作难度以外
,

还有经

费困难等因素
。

有的地方还受到工作体制 变 动 的 冲

击
,

影响积极性
。

2
。

职业中毒中慢性中毒课题进展缓慢

51 个职业中毒项目中
,

应该有
“
慢性中毒诊断标

准
”

或目前只完成
“

急性
”

部分
,

但确实存在慢性影

响
,

也有可能制订
“

慢性
”

标准的项 目共韶项
,

需要

进一步安排
,

或研或修或应加强者达 27 项
。

3
。

经费困难

由于出差调研费用上升
,

工作现场收费
、

试验材

料X 线胶片等 l枯床消耗品价格上涨
,

使原课题组所领

包干经费出现缺 口
。

组织学术交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

三
、

今后盆议

开展慢性中毒课题研究的关键在有效地调动各地

同志的积极性
。

因此
,

仍应克服困难
,

举办学术讨论

会
,

汇编出版系列标准出版物
,

并允许各种文稿署个

人名
、

领发荣誉证书及稿费
。

过去的协作方式也应改革
,

参加单位过多
,

责任

权利不相称
,

使经费分散是造成经费困难的重要原因
。

有的工厂企业本身是 《标准》 的受益者
,

一般对

研制工作有较高极积性
,

也肯支持
。

这些单位一旦能

与专科业务相结合
,

定能迅速作出成绩
。

( T 茂才自)

化工系统全面开展健康监护工作

1 9 83年以来
,

化工部首先在上海市化工系统
,

以

后在山东省
、

武汉市
、

北京市
、

天津市
、

苏州市等 i

省 5市的化工企业内开展了健康监护的试点工作
,

受监

护人群已达 30 余万人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19 8 8年开

始
,

将在全国 40 个化工企业集中的城市逐步开展
。

化工职工健康监护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的
,

用规

范化的方法
,

系统地监护职工的毒物接触程度及观察

职工的健康水平
,

并通过信息系统寻找作业条件与健

康变化之间的联系
。

其目的是掌握生产中有害因素的

移害情况
,

并进行改造 , 早期筛检
、

早期治疗病人
,

并有助子发现新的职业危害因素
。

健康监护包括 3 个工作内容
,

即接触控制
、

医学

检查和信息管理
。

化工职业健康监护的对象为接触粉尘
、

毒物和其

他职业危害的职工
,

其监护周期根据不同危害分别定

为 1 ~ 3 年
。

经过几年的实践
,

我们认为
,

健康监护不仅可以

达到保护广大职工健康
、

减少发病的目的
,

还有利于

全面掌握生产中有害因素的危害情况
,

系统观察职工

发病与职业危害的关系
,

从而使工业卫生与职业病的
“

预防为主 ` 综合治理
”

的方针得以较好 的 贯 彻 落

实
,

而且以层次分明又紧密联系的主要工作形象解释

了
“

三级预防
”

的概念
。

化工系统开展的健康监护正在试行阶段
,

有许多

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问题正在探讨
,

迫切希望得到有关

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

( 王 自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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