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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报告质量的综合评价

淄博市张店区卫生防疫站 ( 2 5 50 2 2) 李仲昌

职业病报告必须达到准确
、

及时和完整的要求
。

单纯使用漏报率这一指标并不 能全面反映职业病报告

质量
。

本文选择职业病漏报率
、

迟报率和缺项率三项

指标
,

试用层次分析综合指标法对我区七年来职业病

报告质量进行了多指标综合评价
,

以期为今后提高职

业病报告质量提供依据
。

1 资料和方法

1
。

1 资料来源

调查我区 19 8 5~ 19 9 1年职业病发生情况
,

收集 其

间 《职业病报告卡》
,

分别计算漏报率
、

迟报率
、

缺

项率
。

漏报率 = 漏 报病例数 /实际诊 断病例数 x 1 0 0%

迟报率 = 迟报病例数 /报告病例数 又 1 00 %

缺项率 = 报告 卡缺项数 /报告卡总项数
x 1 00 %

1
.

2 评价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综合指标法
。

计算和结果

运用层次分析法
,

首先对评价职业病报告质量

的总 目标进行分解
,

建立 目标树
,

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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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职业病报告质量的目标树

2
.

2 依据决策判断定量化原则
,

采用 T L S a a yt (侯丰

胜
,

1 9 9 1 ) 的 1 一 9 标度法 (见表 1 )
,

对目标树中

各评价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和重要性评分
,

建立判断矩

阵 (见表 2 )
。

表 1 判断矩阵 1 ~ 9 标度方法及其含义

标 度 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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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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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

表示两 个因素相比
,

具有同样重要性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一 个因素比另 一个因素稍 微重要
。

表示两个 因素相 比
,

一 个因素比另 一个因素 明显重要
。

表示两个 因素相 比
,

一个 因素比另 一个 因素强烈重要
。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
,

一个 因素比另 一个 因素极端重要
。

表示两相邻判断 的中值
。

因表 葱 与因素 j 比较得判断 b订
,

则 因素 夕与 玄比 较的判 断 坷i = l/ 坑j

吧公, 0

表 2 评价 因素判断矩阵

准 确 性 及 时 性 完 整 性

准确性

及时性

完整性

1 ( a i i )

1 / 3 (口 2 1 )

1 / 5 ( a 3 i )

3 ( 0 1 2 )

1 ( a 2 2 )

l / 3 ( a 3 2 )

( a i 3 )

( C 2 3 )

(口 3 3 )

2
.

3 用近似法求解计算矩阵的权重向量近似值W犷
,

并作归一化处理
,

确定权重向量W , :按照

研
了 , 。 = 杭了 a `一 a i Z

·

a ` 3
’
二

’

a `二 , W , = W
’ *
z芝W

’ , 计

算得W
: = 0

.

6 37
,

W
: = 0

.

2 5 5 3
,

W
3 = 0

.

1 04 7
。

2
.

4 用一致性指标 C l 检验判断矩阵
:

按公式 之。` , =

` a ` ,W , /W
`、 ’ m

一叉 ` .` ,

/ ,
,

c ` 二 “ m

一
/

i 二 l

(仍 一 1 ) = ( 3
.

0 3 85 一 3 ) / ( 3
一 1 ) = 0

.

0 1 9 3
,

可见 C l =

。 .

0 1 9 3 < 。 .

10
,

显示各项评价 因素权重间无逻辑上错

误
。

2
.

5 某区 1 9 8 5~ 1 9 9 1 年职业病报告质量 综 合 指 数

v ( x ) :

依据公式 v (` , =

艺W江“ x , 可得各年度综合

面 = 扭

指数
,

见表 3
。

3 讨论

职业病报告是一项综合性强
、

涉及面广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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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区 1 9 8 5~ 1 9 9 1年职业病报告质量综合指数

均 标 权重系致
各年度职业病报告 质量指标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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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区职业病报告质量
,

对我区 1 9 8 5一 19 9 1年职

业病报告情况进行 了调查
,

并采用系统工程多目标决

策技术中的层次分析法
,

对职业病报告质量这一总目

标进行系统分析
,

选择漏报率
、

迟报率
、

缺项率为评

价指标
,

通过两两比较各评价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运

用数学方法求得一个较为合理的权重系数
,

并检验其

是否符合逻辑
。

同时
,

对原始数据直接加权计算求出

各年度职业病报告质量的综合指数
,

根据综合指数的

大小
,

即可决定各年度职业病报告质量的顺位
。

评价结果显示
,
我区的职业病报告质量

,

呈逐渐

上升的趋势
。

以 1 9 8 6年报告质量为最差
,

其原因是漏

报率高
,

且迟报率也很高 , 1 9 9 1年职业病 漏报 率 为

6
.

“ %
,

比前三年有所上升
,

但其迟报率和缺项率比

以前大幅度降低
,

因而全面评价仍 以 1 9 9 1年职业病报

告质量为最好
。

可见层次分析综合指标法是评价职业

病报告质量的一种好方法
,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

提

示职业病报告工作
,

应 以杜绝漏报为重点
,

但也应尽

量减少迟报和缺项
,

才能全面提高职业病报告质量
。

(本文承 蒙 描博市卫生防疫站张仲平主任 医师 指导
,

致

谢 l )

有害作业工人保健疗养模式的探讨

齐鲁石化公司青岛疗养院 ( 2 660 7 1) 丁士 岗 王若伟 王志信

长期在低浓度有害物质环境下作业工人健康损害

的研究及康复已引起各级职防部门的高度重视
。

本文

对石油化工作业工人保健疗养 (以下简称保健疗养 )

的模式提出探讨
。

1 保甘疗养的目的

石油 深加工过程中
,
可产生多种有 害 物 质

,

如

氯
、

氯乙烯
、

苯
、

苯乙烯
、

丙烯睛等
,

除可造成急性

中毒外
,

其慢性损害是一个长期的累加过程
。

保健疗

养可暂时中断有害物质对人体 的 连 续 作用
,

加速毒

物的排泄
,

有利于脏器功能的康复
。

通过查体
,

建立

职业医学监护档案
,

以便对可能产生的职业性损害进

行长欺的跟踪观察 ; 通过采取综合治疗与康复措施相

结合
,

促进他们身体
、

心理的全面康复 , 此外还可进

行安全井 教育和 自救
、

互救技能训练
。

2 保抽疗养的内容

2
。

1 健康查体 包括采集病史
、

一 般 检 查
、

特 殊检

查
、

建立健康档案等
。

2
.

1
.

1 病史的采集
:

首先是职业史的登记
,

包括总工

龄
、

岗位工龄以及所在岗位毒物等
。

并按每日接触有

害因素时间分级登记
。

要求详细全面
。

既往史除注意从事该职业 前 的疾病史
、

家族史

和个人嗜好外
,

尤应注意中毒史记录
,

应描述当时中

毒的症状
、

治疗经过及后遗症状等
。

2
.

1
.

2 一般检查
:

包括身长
、

体重
、

血压
、

发育
、

营

养等
。

2
.

1
.

3 特殊检查
:
不同毒物的靶器官不同

,

因此在检

查时
,

应根据不同的岗位
,

制定查体项 目
。

例如
,

氯

乙烯主要是肝毒物质
,

查体中应 侧重检查肝
、

脾形态

及其功能 , 而苯类物质主要影响造血系统
,

查体中则

应侧重于检查血细胞的数量和形 态
。

在制 订查体项 目

时还应充分考虑到疗养对象是在岗作业工人
,

在目前

情况下其生产环境危害因素 多 能 控 制 在 M叭 C 以

内
,

故脏器的损害往往是早期的功能改变 (亚临床改

变 )
,

因此在保健疗养 中应选择敏感的指标
,

以便长

期跟踪观察
。

例如在肝脏功能检查中
,

除了传统的检

查项 目 A L T外
,

还应检查血清前 白蛋白 ( P A )
、

血清

转铁蛋白 ( T r F ) 以及血清甘胆酸 (C G ) 等
。

设立毒物监测室
,

对接毒作业工人离岗后 监测 体

内毒物及代谢产物
,

以 了解泞养员 毒物代谢情况
,

亦

可做为疗养效果判定指标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