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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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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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职业医学 监护档案
:
建立监护档案的 目的 操

,

每周参加一次体育 比赛 , 疗养院应设有体疗室
、

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人体易损脏器形态
、

功能进行动态 活动中心
,

有意引导疗养员参加体育锻炼
,

并定期组

的比较分析
,

有利于档案的规范管理
,

并为微机管理 织疗养员到海滨
、

郊外风景区活动
,

夏季可组织海水

奠定基础
。

浴等
。

2
.

1
.

5 年度总结
:
全年保健疗养结束后

,

应将参加疗 2
.

2
.

2 物理疗法
:
疗养院应设有设备齐全的理疗科

,

养的全部接害职工的健康状况汇总
,

各项监测指标的 包括电疗
、

光疗
、

超声波
、

磁疗
、

推拿
、

针灸等
,

针

数据均应进行统计学处理
,

并上报公司职防所
、

安监 对不同疗养员的身体情况开展治疗
。

处
、

工会生产保护部等有关部门
,

以 便今后更好的改 2
.

2
.

3 娱乐疗法
:
疗养期间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

进职业病防治工作
。

可使精神放松
、

心情愉快
,

有利于身体和心理上的康

2
.

2 康复治疗 根据疗养因子对机体的适应性作用理 复
。

论
,

疗养因子作用机体后
,

在原发性反应的基础上
,

2
.

2
.

4 药物疗法
:
疗养中可适当给以药物治疗

,

补充

通过神经
一

体液系统及反馈机理调节组织器官乃范至 全 适量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

氯乙烯岗位职工给以适量

身的自控功能
,

达到相应的整体效应和治疗效应
。

职业 的保肝药物
,

同时
,

也可给予提高人体免疫机能的药

人群通过保健疗养
一

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功 品等
。

能
,

改善物质代谢
,

使组织器官的营养机能正常化
,

2
。

2
。

5 营养疗法
:

合理的营养在保健疗养 中相 当重

并可加强体内自动调节功能
,

提高免疫力
,

促进异常 要
。

因此应给足量的 热量
、

高质量的蛋白质及各种维

的生物节律恢复正常
。

因此
,

在保健疗养中要充分利 生素
。

我院参照我国制订的营养素供给标准
,

制订了

用多种疗养因子
,

采用综合措施
,

提高疗养效果
。

每日营养素供给量 (见下表 )
,

并以此制订食谱
,

使

2
.

2
.

1 体育疗法
:

疗养员每天早晨按规定 学 做 功 拳 疗养员体力迅速得到恢复
。

有害作业工人保健疗养每 日腊食营养素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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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生产教育 我院设立安全生产教育室
,

选用

我公司职防所 自编的 《石油化工职业危害防治手册 》

等教材
,

收效甚好
。

3 保姚疗养效果的到定

疗养效果的分析总结和科学评定
,

对提高疗养水

平有重要意义
。

但目前 尚无统一标准
,

我 院保健疗养

效果评定的主要依据是
:
主观症状的改善 , 体征的改

善
,

职业损害的特殊检查表明机体有所康复
,

如毒物

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

各种脏器功能的生化检查
、

全

血及血浆粘度检查
、

红细胞变形能力的测定
、

肢端微

循环等
,

对比出入院的临床资料
,

进行分析评价
,

将疗

养效果分为显效
、

有效
、

无效
。

4 讨论

4
.

1 有害作业工人的保健疗养是在疗养学范畴内
,

把

职业性损害的监测评估与康复疗养相结合
,

是一种新

的尝试
,

与职业医学
、

预防医学
、

毒理学
、

疗养学等

各科有相辅相成关系
。

4
。

2 保健疗养中的健康查体是十分重要的
,

有助于职

业性损害的监测
.

因此在病史采集
、

身体检查中
,

要

详细地占有资料
,

并力求客观真实
。

在特殊检查中
,

应根据毒物的性质
、

机体的吸收
、

代谢及中毒机理
,

选择人体早期的生理 或病理变化作为监侧指标
,

以求

早期发现毒物的不良作用
。

4
.

3 应加强对各种疗养因子的研究
,

加深对特定疗养

因子本质的认识
,

并有选择地对不同接毒岗位职工进

行疗效观察
,

并注意加强疗养因子的剂量
一

效应 的研

究
,

以提高疗养效果
。

4
.

4 保健疗养应注意舒适的疗养环境
、

良好的卫生条

件
、

热情周到的服务及科学规律的作息制度以更有利

于疗养员身体的康复
。

目前有害作业工人的保健疗养尚无统一模式
.

本

文目的在 于唤起各疗养院及职防部门对该问题的研究

和探讨
,

以制订 比较科学的疗养模式
,

提高保健疗养

水平
,

为保护劳动生产力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