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3　结合石化特点研究特殊防护措施

氢氟酸烷基化装置工人作业流动分散 , 集中式洗

消设备不能适应需要。 职防所和医院研制了氢氟酸防

护膏 , 发至每个工人 , 有效的防止了重度灼伤的发生。

加氢裂化反应器内带负荷操作 ,危险性极大。经连续六

年研究 ,摸清了劳动条件变化规律 ,提出相应的监护办

法 , 取得良好效果。

5　教育培训

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进行职业卫生教育 ,是执行各

项制度开展有效监督、监测、监护的基础 ,只有当职工

了解了有关知识 , 才能真正掌握预防中毒的主动权。

5. 1　岗位培训

各级管理人员、安全技术干部 ,在岗期间必须参加

劳动保护和职业卫生知识的学习。 另组织部分管理人

员学习中央电视大学工业卫生知识讲座。

5. 2　上岗前培训

重点车间及高危作业工人上岗前学习相应的职业

卫生知识 ,技校毕业班有 40学时职业卫生和急救互救

课程的学习。

5. 3　急救互救培训

急性中毒引起严重后果的 ,救护不及时或处理不

当是一重要原因。 大型企业厂区面积大 ,生产装置分

散 ,从发现中毒患者至救护人员到达现场 ,耗时较长 ,

可能延误抢救。为争取时机 ,把一级救护开始时间压至

最低限度 ,自 1989年起 ,在生产、维修车间进行自救 -

互救培训 ,讲授工业卫生知识、急性中毒事故处理方法

和心肺复苏技术 ,提出“抢四分钟 ,做四件事” ,即要在

急性中毒发生后四分钟内给予处置 ,做到占上风向 ,清

除污染 ;注意自身防护 ;心肺复苏不能中断 ;立即报告

上级和医院。 八年来 ,受训人数达 800人。 “急救要领

卡”发至生产车间每人一份。急救知识培训受到群众和

领导的热烈欢迎 ,在现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 4起中

毒 ,因得到培训工友的及时处理 ,而未造成严重后果。

上述措施 ,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做为综合预防网络

仍有缺陷 ,如急救培训的复训、外来施工人员的教育管

理等均有待加强 , 多年未发生严重事故也致使部分人

预防意识松懈 , 有待今后工作中逐步解决。

急性中毒发生突兀 ,抢救难度较大 ,影响面广 ,临

床后果严重 , 尤其对新化学物质的医疗卫生知识常欠

缺 , 因此除了继续研究化学物毒理 , 积累临床经验外 ,

应特别重视急性中毒的预防 ,“防患于未然”。企业管理

人员和职业卫生医生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为保护职工

健康作出贡献。

(收稿: 1996-09-23)

运用 《劳动法》 加强劳动卫生监督管理初探

金志朝

　　我国劳动卫生法虽经多年努力仍未出台 , 这种状

况已严重影响各地劳动卫生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近几

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 ,职业危害日趋严重 ,劳动卫生工

作更加纷繁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公布施行

后 , 我市积极运用 《劳动法》 , 加强劳动卫生监督管理

工作 , 取得初步成效。

1　运用 《劳动法》 , 加强劳动卫生监督管理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一部综合性法律 , 它

不仅包括一般劳动关系的调整 , 也包括劳动卫生的有

关规定 , 例如 《劳动法》 第 87条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 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该有关部门应包

括卫生部门 ,因此 ,劳动卫生监督机构作为有关部门在

法律上就具有了对用人单位遵守有关劳动卫生规范的

　　作者单位: 322100浙江省东阳市卫生防疫站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权。从而为运用 《劳动法》加强

劳动卫生监督管理找到了法律依据。

1. 1　运用 《劳动法》 , 开展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

评价

根据 《劳动法》 第 53条 “新建、 改建、 扩建工程

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

施工 ,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之规定 ,依据卫生部 《工

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我们起草了 《东阳

市工业企业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监督实施办法》 ,报市

政府批准已于 1996年 1月 1日起施行。从而结束了我

市未进行工业卫生 “三同时” 审查的历史。

1. 2　运用 《劳动法》 , 加强尘毒监测

根据 《劳动法》第 54条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

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规定 ,卫生局

与劳动局联合制订 《东阳市工业企业作业场所有害因

素测定规范》 ,于 1995年 1月 1日起执行 ,并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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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毒监测工作由东阳市卫生防疫站具体承担。实施半

年多来 ,效果明显 ,被测对象由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

扩大到辖区所有工业企业 ;监测范围由粉尘、噪声扩大

到毒物、物理因素。各种有害因素监测率上半年比去年

同期提高 34. 50%。

1. 3　根据 《劳动法》 , 加强职业性健康检查

《劳动法》 第 54条还规定: “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

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据此 ,我们加强了

职工的健康监护工作。 对从事各种有害因素作业的劳

动者积极开展职业体检 , 尤其加强了毒物作业人员的

职业体检。 各类作业人员体检率上半年比去年同期粉

尘类提高了 4. 76% ,毒物类提高了 12. 43% ,物理因素

类提高了 2. 27% , 共检出职业禁忌人员 87名。

1. 4　根据 《劳动法》 , 加强工业企业经常性卫生监督

《劳动法》第六章有关条款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为

劳动者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 , 必须严

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据此 ,我们加大

了经常性卫生监督的力度。 在开展环境监测和健康监

护的同时 , 对作业场所劳动防护设施运行效果进行测

评 ,检查是否严格执行和自觉遵守有关劳动卫生规程 ,

是否定期维修更换劳动防护用品等。 综合各种检查情

况 ,签发 《卫生监督意见书》 ,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改进。

卫生监督率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提高 28. 61%。

1. 5　根据 《劳动法》 , 加强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

1988年 , 市卫生局、 劳动局、 总工会曾联合发文

“关于健全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工作的通知” , 对我

市的职报工作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 但由于缺乏法律

性的约束力 ,经常出现迟报、漏报 ,而更多的是干脆不

报 ,导致有关报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情况 ,失去应有的

参考价值。本次根据 《劳动法》 第 57条有关职业病报

告的规定 , 结合卫生部 《职业病报告办法》 , 我局下发

“关于重申加强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工作的通知” ,

依法加强了职业中毒和职报工作 , 情况明显好转。

2　运用 《劳动法》 , 加强劳动卫生监督管理的体会

2. 1　劳动卫生监督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开展卫生监督

的前提

《劳动法》发布以后 , 我们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

学习讨论 ,广泛搜集有关 《劳动法》的劳动卫生规范资

料 ,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领

会、 掌握 《劳动法》有关劳动卫生的规定 ,才能合法合

理地运用劳动法律开展劳动卫生工作。

2. 2　主动积极取得劳动部门的配合是顺利开展卫生

监督的重要环节

《劳动法》是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大法 ,不是劳动

部门的法。对劳动卫生工作不仅劳动部门要管 ,卫生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同样有执法职权。 在实行卫生监督

工作中 ,如何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排除部门之间不

协调的干扰 , 特别是主动取得劳动部门的配合对顺利

开展卫生监督十分重要。

2. 3　职业健康教育是开展卫生监督的重要手段

实行卫生监督执法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各阶

层人员劳动卫生意识和懂法守法的自觉性 ,为此 ,年初

我们举办了一期企业领导和劳动卫生专 (兼 )职人员参

加的培训班 , 在班上 , 专门组织学习了 《劳动法》有关

劳动卫生的规定及要求 ,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转变

观念 ,走出认识误区 ,自觉守法 ,保证各项劳动卫生工

作的顺利开展。

(收稿: 1995-10-20　修回: 1996-01-20)

《急性中毒诊断与急救》 已出版

　　由张寿林、 黄金祥、 周安寿主编的 《急性中毒诊断与急救》 一书已于 1996年 10月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叙述了急性中毒基本概念、 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原则的同时 , 重点介绍了 33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 无机

和有机化合物 , 100余种农药 , 370余种药物 , 150种有毒动植物和 30余种食物急性中毒的临床表现、 诊断要点

和急救处理。书末附有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诊断国家标准 (包括 1996年新颁布 ) 40种 , 人体生物材料中化学

物质的正常参考值与诊断值及常见毒物与药物的中毒量和致死量等。 全书近 57万字 , 定价 38元 (另加邮费 2

元 )。 欢迎各医疗卫生单位、 职业病防治院所和个人订购。

联系人: 赵阳、 史晓

地址: 北京宣武区南纬路 29号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邮编: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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