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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
的战略目标中

,

将职业人群列为需要予 以
“

优先

照料
,

的对象之一
。

在城市
, “

三资
’

企业职工也是

落实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对象
。

因此
,

应将
“

三资
”

企业的劳动卫生管理纳入统一规划中
,

以使职业人群

获得最基本的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
。

同时
,

劳动卫生

监督部门应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

将
“

三资
’

企业劳动

卫生工作纳入卫生监督部门的统一管理
,

加强劳动卫

生监督监测及职业健康体检工作
,

使企业领导人既抓

生产又自觉地抓好劳动卫生工作
。

2
.

4 各部门密切配合
,

严把劳动卫生
“

三 同 时
,

审

批验收关
。 “

三同时
”

审批验收工作是实施有效劳动

卫生监督的基础
。

对
“

三资
.

企业可建立有关部门参

与的联合审批办公制度
,

按 《工业企业设 计 卫 生 标

准》 及有关法规要求
,

由联合审批办公室参加
召

三同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9 5年第 8 卷第 6 期

时
,

建设项目的审批立项
、

设计卫生审查 和 投 产 验

收
。

工商部门要依据卫生
、

劳动等部门的审查意见
,

以决定是否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

此外
,

对引进的国外

生产设备
,

必须进行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效果评价
,

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禁止启用
,

以防止走资本主
.

义国家

工业化进程的老路
,

即先 发展
,

后治理
.

对已投产未

履行
“

三同时
’

审批手续或未进行劳动卫生学评价的
“

三资
’

企业
,

限期补办审批手续或进行劳动卫生学

评价
。

2
.

5 加强对
“

三资
”

企业有关国家劳动卫生 法 规
、

卫生标准以及地方法规的宣传工作
,

使企业领导人
,

特别是港台或中方代理人自觉地遵法守法
,

不断提高

企业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

某市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

济南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0 0 13 ) 梁淑英 孙 靖

为了解某市近几年来职业病的发病情况
,

以促进

职业病防治及报告工作
,

特做分析调查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依据卫生部颁发的 《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

理办法的规定》 及 《职业病诊断管理办法》 和 《职业

病报告办法》 的要求
,

调查了职业病诊断机构自1 9 8 9

年至 1 9 93年 5 年间诊断的职业病登记及所填写的职业

病报告卡
,

并同各区县卫生防疫站的职业 病 报 表 对

照
,

逐一分类汇总
,

为使调查更具意义
,

选取慢性职

业中毒及尘肺病做为分析对象
。

2 结果

1 9 8 9年到 1 9 9 3年慢性职业中毒的年发病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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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的总发病率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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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肺病年发

病率分别为 (输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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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的总发病率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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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类上看
,

在慢性职业 中毒病例中
,

以慢性铅

中毒
、

慢性苯中毒
、

职业性白内障发病率较高
,

5 年

的发病率分别为 (编 ) 5
.

50
,

7
.

26
,

10
.

36 ,尘肺病分

类中以矽尘
、

铸工尘肺及煤工尘肺为主
,

5 年的发病

率分别为 (编 ) 1 3
.

2 1
、

22
.

0 4
、

9
.

0 7
。

3 分析

职业病的诊断及防治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性问题
,

它不仅与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有关
,

更与企业及接害

作业工人的认识
、

文化程度等方面有关
。

由以上结果

可以看出
,

慢性职业中毒 5 年中的发病率无规律性
,

目前慢性职业中毒仍以慢性苯中毒及慢性 铅 中 毒 为

主
,

职业性白内障仅是 5年中连续对某企业直接接触三

硝基甲苯的作业工人进行职业性查体所发现 的 T N T

中毒性白内障
,

发病率相当高
,

危害极大
,

应引起高

度重视
。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

生产规模和生产

方式的改变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

职业病的病种
、

病情及受害人数也会随之改变
,

一些新的职业病病种

不断出现
,

这就要求职业医学工作者不断更新知识
,

才能适应 日益发展的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 工 作 的 需

要
。

在粉尘作业中
,

矽肺的发病仍居尘肺的首位
,

其

次为铸工尘肺和煤工尘肺
,

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长
,

很难统计准确的年患率
,

但从大体来看
,

发病率有所

下降
。

这一方面是防尘措施得力
,

另一方面
,

接尘工

人文化素质提高
,

自我防护意识增强
,

但在基层工作

中
,

少数企业领导对职业危害认识不足
,

单纯考虑经

济问题
,

使查体拍片工作不能如期进行
,

给职业病监

控及诊断带来一定的困难
。

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 断 发

展
,

多数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将尘
、

毒危害严重的工种

转嫁于乡镇及个体企业
,

或是直接雇用临时工
,

而这

些乡镇
、

个体企业大部分设备陈旧
、

无防护措施
,

工

人文化素质低
,

又无医疗保障
,

必将成为未来职业病

的隐患
,

希望有关领导给予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