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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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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软件功能设置

强
”

的矛盾
,

遇到的困难较大
,

在试 运行实践中显示 总管理模块的
“

直接通道
” 。

尽管如此
, “

G Z O H -

了
“
G Z O H S咖 S

”

内配置的计算机和数据交流配套 SI M S
”

是广州市应用微机管理职业卫生服务的一个基

仅仅是初级系统结构
,

信息容量和运算速度尚不是 以 础数据库
,

进一步完善这个系统将对建立职业危害监

满足近 40 万份职工健康监护手册大量的数据输入和分 测控制和开发其潜在的功能如流行病学研究都具有较

析统计的要求
,

因此在原来功能模块中设定了输入原 大的意义
。

始数据自动生成监测
、

健康监护报告书的同时
,

不得 (参加本研究工 作的还有范健文
、

岑志坚 以及广州市 属

不保留了用人工生成报告书后将数据直接输入数据汇 各 区县防疫站劳卫 科的同志
,

谨此致谢
。
)

企业劳动卫生管理对策的探讨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 2 5 5 0 2 6) 李 壳 张德恩 孙 兆军 潘鸣摘

企业为国家各项劳动卫生法规的最基 本 实 施 单

位
,

其劳功卫生管理工作质量的优劣
,

直接决定着 国

家劳动卫生宏观管理工作的水平
,

因此
,

探讨如何加

强企业的劳动卫生管理
,

很有现实意义
。

我们选择某

耐火材料厂为基地
,

就企业劳动卫生管理 的组 织 机

构
、

人员配备
、

规章制度
、

教育培训等问题进行探讨

如下
。

1 甚本情况

某耐火材料厂建于 1 9 5 8年
,

是国内较大的耐火材

料厂之一
,

可生产粘土砖
、

硅砖
、

镁钙砖 等 耐 火 材

料
,

主要职业危害因素是粉尘
。

2 , 理对策及效果评价

2
.

1 管理对策

2
.

1
.

1 建立企业劳动卫生管理体系
。

在厂级建 立 集

“

卫生与工程为一休
”

的安全卫生环保科
,

配备劳动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

车间

和班组设兼职安全卫生员
,

形成了以安全卫生环 保科

为中心
,

乍问和班组为基础的三级安全卫 生 管 理 网

络
。

按照国家劳动卫生法规的要求
,

全面负责企业劳

动卫生工作规划的制定
、

贯彻和实施
。

2
.

1
.

2 实行安全卫生责任制
。

年初厂领导与车 间 领

导签定
“

安全卫生责任书
” ,

将劳动卫生工作目标纳

入企业领导 的年内管理 目标责任制之中
,

作为年终政

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
,

成绩显著者予 以奖励
,

未达

标者予以处罚
。

2
.

1
.

3 劳动卫生管理制度化
,

依据国家劳动卫 生 法

规要求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
,

制定了一整套劳动卫生

管理的规章制度
。

主要有
:

职业危害因素监测报告制

度
、

从事有害作业工人健康体检及健康监护档案管理

制度
、

劳动保健食品及个人防护用品佩带制度
、

有害

作业 岗位工作操作规程及防护设备使用制度等
。

2
.

1
.

4 采用多种形式普及劳动卫生知识
。

广泛 宣 传

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性和可防性
,

提高其自

我防护意识
,

使从 业人员认识职业危害的可防性
,

消

除对危害的恐俱心理
。

重点是教育工人规范化操作
,

正确使用防护设施
,

同时
,

让工人了解劳功卫生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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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从事有害作业工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
,

激发

职工的参予意识
,

监督企业落实国家劳动卫生法规的

情况
,

为开展劳动 卫生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

2
.

1
.

5 积极落实
“

第一级预防
”

措施
。

按照谁 污 染

谁治理的原则
,

企业劳动卫生工作应 以控制职业危害

因素为重点
,

为此
,

厂 成立 了隶属于安全 卫 生 环 保

科
,

由劳动卫生人员
、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及行政管理

人员共 7 人组成的职业危害因素控制小组
,

全面负责

企业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
、

施工安装 和 维 修 管

理
,

形成了一条龙服务
,

保证了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

正常运转
,

加速了
“

第一级预防
”

措施的落实
。

2
.

2 效果评价

该耐火材料厂在实施综合劳动卫生管 理 对 策 前

( 1 9 6 2 ~ 1 9 7 4年 )
,

工人作业岗位粉尘平均浓度为 6
.

28

m g / m
3 ,

扬尘点超标率高达 6 1
.

16 %
;
自 19 7 5年推行综

合劳动卫生管理对策后
,

粉尘平均浓度和扬尘点合格

·
2 99

·

率均有大幅度改变
,

到 1 9 9 3年底 已分别为 1
.

41 m g /m 3

和 9 0
.

9 8%
。
3 0年间 ( 1 9 6 4一 1 9 9 3年 )累积 1 1 3 2名接尘工

人仅发现 3 名尘肺患者
,

平均发病工龄 2 1
.

6年
,

累计

患 病率为 0
.

26 5%
,

明显低于 国内有人提出的连续接尘

3 0年累计患病率为 1 %是不致于得病的水平
。

另外
,

防尘设施每年可收回原料 1 3 5 0吨
,

直接经济价值 15 万

夕U o

3 讨论

口前
,

在基层劳动卫生工作中
,

企业的劳动卫生

管理从组织形式
、

人员组成到工作内容很不一致
,

我

们在某耐火材料厂建立的
“

卫生与工程技术为一体
”

的企业劳动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

配备了劳 动 卫 生 人

员
、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

实践证明
.

只有三者

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各尽其职
、

各施其能
,

才能将

企业劳动卫生工作做好
。

(本文承 蒙张仲平主任 医师指导
,

特此致 谢
。

)

铁路运营局尘肺流行病学分析及其防治对策

哈尔滨铁路局尘肺诊断组 ( 15 00 0 6) 李瑞 荣

本文通过铁路尘肺病的流行病学分析
,

旨在阐明 构成
。

资料全部来源于哈尔滨铁路局尘肺诊断组和黑

尘肺发病规律
,

去探讨防治对策
,

以保障广大铁路生 龙江省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

具有可靠性
。

产工人身体健康
。

2 结果

1 调查方法和资料来源 铁路运营局各种尘肺累计病例构成 (共计 1 70 例 )
,

按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总体方案
,

进行现状调 铸工尘肺累计 53 例
,

占 3 1
.

1 8 % ; 矽肺累计 4 3例
,

占

查
,

对 1 9 8 6年前经尘肺诊断组织定诊 的所有病例
,
填 25

.

29 多乳 电焊工尘肺累计42 例
,

占 2 4
.

7 1% ; 煤工尘

写
“

尘肺病例卡
” ,

查清铁路局范围内患 病 现 状 分 肺累计 32 例
,

占1 8
.

8 2 %
。

尘肺各年代新发病例
:
50 年

布
,

进行回顾性调查
,

分析流调资料
,

总结尘肺发病 代 3 例
;
60 年代 20 例 ; 70 年代 61 例

;
80 年代 86 例

.

详

规律及防治效果
。

用常规数理统计学方法
,

计算尘肺 见表 1
、

表 2
。

现患 率
、

累计患病率
、

病死率
、

结核合并率及现病期

表 1 尘肺现患率
、

结核合并率及病期构成

病一%系 统 别 粉尘作 业
工人数

合并结核

例数 % I 期 I期
鱼
%

成

1 期 沁

现一数

687581哈尔 滨铁路 局

铁 道工厂

黑龙江 省

7 2 7 8

1 1 68 0

3 9 6 5 0 1

1 4 6

1 2 6 Q

1 4 4 3之

2
.

0 1

1 0 7 9

3
.

6 4

2 5

17 0

2 0 57

1 7
.

1 2

13
.

4 9

1 4
.

2 5

1 2 1

9 3 7

1 1 3 3 5

8 2
.

88

7 4
.

3 6

7 8
.

3 4

2 4

3 0 1

2 8 3 6

1 6
.

4 4 1

2 3
.

8 9 2 2

1 9
.

6 5 2 6 1

表 2 尘肺累计患病率及病死率

系统别
尘肺累计 死亡累计

哈尔滨铁路局

铁道工厂

黑龙江省

例数

17 0

1 3 4 0

1 59 6 5

患病率 %

2
.

2 7

1 0
.

2 9

3
.

8 7

例数

2 2

8 0

1 5 3 3

病死率%

1 2
.

9 4

5
.

9 7

9
.

6 0

3 结论

3
.

1 铁路营运局尘肺发病水平及特点

铁路局是铁道系统主管运输生产的企业
,

运输牵

引动力正 由蒸气向内燃机车过度
,

在运输 生 产 过 程

中
,

约有 5 % 的生产工人接触粉尘作业
,

工种主要集

中在机车乘务 员
,

机车辆整备的给煤工
、

熔接工
、

电

焊工
,

配件生产的铸造炼钢工及线路养护 的采石工等

作业
。

本次调查结果铁路运营局尘肺现患率为 2
。

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