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0 0

累计患病率 2
.

7 2%
,
低于 铁道机车车辆工厂 的现 患

率 10
.

7 9%
,

累计患病率 10
.

29 %
;
与黑龙江 省 尘 肺

现患率 3
.

621 %
,

累计患病率 3
.

81 % 基本一致
。

结核 合

并率 1 7
.

12 %
,

高于铁道工厂的 1忿
.

19 %和黑龙江省的

1 4
.

2 5 %
;
病死率 1 2

.

洲 %
,

亦高 犷铁道工厂的 5
.

盯 %

和黑龙江省的 9
.

60 %
。

丧明铁路局尘肺发病水平虽与

地方一致
,

但却具 仃病死 率
l
荀

、

结核合并 率 高 的 特

点
,

提示铁路运 背 局尘 lt]卜龟害之严重和 尘肺防治工作

的重妥性
?

3
.

2 铁路 还营 局尘肺病种

本次调查铁路局 尘肺 的 病种主要是铸 工 尘肺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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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18 %
,

矽肺占 2 5
.

2 9%
,

电焊工尘肺 占 24
.

7 1 %
,

煤工尘肺 占 1 8
.

82 %
,

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

提示今

后 尘肺防治重点应放在铸造
、

采石
、

电炸
、

给煤
、

司

乘等接触粉尘作业的工种
。

3
.

3 铁路 运营局尘肺发病动 态

调 查结果衷明尘肺发病自50 年代至 80 年代新发病

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

必须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

重视
。

粉 尘作业点浓度合标率仅 6
.

5 7%
,

今后对尘肺

防治对策
,

必 须提高法制观 念
,

要依法改 善 劳 动 条

件
。

卫生部门要加强依法监 督
,

加大执 法力度
,

保证

铁路粉尘作业工人 的健康
。

关于职业性健康监护自检单位的管理

徐州市职防院 ( 2 2 1 0 0 5) 陈 峥

职 业性健康监护是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

因此
,

认真做好此项工作是关系到执行国家有

关卫生法规
,

切实搞好职业病的重要一环
。

现将我市

职业性健康监护自检单位的管理情况介绍如下
。

1 自检单位的申报

除职业病防治机构
、

享有职业病诊断权的医疗卫

生单位及各县职业病预诊组具有职业性健了康 监 护 权

外
,

其他大型厂矿企业及局
、

公司需要而又有条件进

行职业性健康监护的
,

首先向市卫生局申报
,

说明企

业的规模
、

劳卫和职防基本情况
、

自检的条件 (包括

人员
、

设备等 )
,

市卫生局根据全市综合情况
,

合理

布局
,

分级管理的需求
,

确认后通知市职业病诊断技

术指导组进行调 查
、

培训和考核
。

2 调查

市职业病诊断技术指导组根据卫生局 的通知
,

组

织人员对自检单位进行实地 调查
。

人员业 务 索 质 情

况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职务
、

工作简历
、

专业特 长
、

工作能力等
,

仪器设备是 否具有监护能力
,

组织落实

情况
,

工作计划情况
,

工业卫生 基本情况
。

然后按下

面几种情况来确立自检的可能性
。

2
.

1 单位毒物较少
,

但条件已具备
,

则可 具有 单 项

白检权
。

2
.

2 单位体检条件已基本具备
,

但有的毒物检 查 条

件不够
,

只给予部分病种自检权
,

非自检病种由市职

防院承担
。

2
.

3 各种条件均具备
,

则为全检单位
。

3 培训

通 过调 查后
,

市卫生局 还要组织自检单位接触职

业危害人员进行职业病知识的培训
,

包括职业病预防

性查体的标准及毒物化验等
,

培训后进行考核
,

合格

者 发上岗证
。

通过培 训
,

为全市职业性健康监护标准

化
、

规范化管理作好准备
。

4 发证

经调 查
、

培训
、

考核后
,

由市职业病诊断技术指

导组报市卫生局关于 确认的意见
,

市卫生局发文正式

认可
,

这样自检单位取得职业性健康监护权
。

5 管理

5
.

1 各自检单位
,

必 须根据 国标和省职业性健 康 技

术规范的要求做好工作
。

5
.

2 每年 2月底 前
,

将 全年的体检工作计划
,

每月底

将当月体 检查出的问题 (如可疑职业病患者 )
,

每季

末将职业性查体情 况报市诊断技术指 导组 秘书组
。

5
.

3 侮年 n 月由市职业病诊断技术指导组对各 自检

单位的职 业性 健康监护
、

职业病诊断 (包括尘肺片 )
,

按 国标
、

省
1

1了有关要求进行考核和奖惩
。

5
.

4 每年底召开一次总结会
,

对一年来职监工 作 搞

得好的单位给予表扬
,

并安排第二年的工作
。

5
.

5 对当年考核不合格者
,

限第二年改正
。

连 续两

年不 合格者
,

则取消自检资格
,

今后需重新申报
。

6 体会

通过对全市职业性健康监护的管理
,

促进了职业

病的防治工作
,

使全市的职业性健康监护统一步调
、

统一标准
、

统一 内容
、

统一要求
,

使体检的数量和质

准均有所提高
,

同时形成网络
,

便于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