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的仪器设备。用于工人的保健费不是按需要购买保健

用品发给工人 ,而是列入工资表 ,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3　厂矿企业基层卫生保健发展方向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国有企业改革

是 “九五” 经济体制转变的重点。那么 , 厂矿企业今后

的保健模式和管理制度就要与此相适应 , 立足于现有

的保健基础 , 放眼未来 , 逐步改革 , 走法制化的道路。

卫生部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立法上 , 用法制的手

段对厂矿卫生保健的预防、 治疗及康复工作进行要求

和约束。卫生厅 (局 )设立监督所依据法规对厂矿进行

执法监督 , 使保健工作得到贯彻实施。原卫生部门、 劳

动部门及工业主管部门的卫生保健机构或相关机构则

独立成为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厂矿所需的保健服务。

在工厂成立有卫生人员、 安技人员及工会会员参

加的保健委员会 ,依据法律要求 ,负责全厂的卫生保健

工作。

对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管理则可借用保险制度 ,

这一方面可以减轻厂矿的经济负担 , 另一方面使工伤

及职业病人得到规定的治疗和赔偿。工厂每招收一名

员工都应向保险公司依法交纳职业病和工伤事故保险

金 ,一旦发生工伤和职业病则由保险公司依法赔偿。保

险公司可以聘请卫生部门业已成立的 “职业病鉴定委

员会” 作为职业病和工伤的法定诊断鉴定机构。

(收稿: 1996-03-31　修回: 1996-08-06)

基层劳动卫生管理人员的职业危害及预防对策

李　亮　徐逢昌　张　文

　　基层劳动卫生管理人员 (下称“基层劳卫人员” )在

行使监督管理职责的同时 , 受到各种生产性有害因素

的危害 ,严重影响其 心健康 ,具有罹患职业病的潜在

危险。现对其职业危害问题进行讨论 , 并提出预防对

策。

1　存在问题

1. 1　基层劳卫人员职业危害严重。基层劳卫人员深入

工人作业现场监督紶测及开展卫生学评价 , 不同企事

业单位甚至同一单位的生产性有害因素种类、 性质各

异 ,毒作用广泛 ,且可能存在不同毒物的毒性相加或协

同作用 ;再者 ,随着劳卫监督管理工作的不断加强 ,现

场监督监测任务越来越繁重 , 例如某市劳卫监督机构

测尘工作由原两人一台测尘仪器变为每人一台 ,每周 4

～ 5天作业现场高强度监测 ,增加了劳动强度和接触生

产性有害因素的时间及频率 , 相对增强了有害因素的

危害作用 ,对基层劳卫人员的身体健康极为不利。据某

市卫生防疫站统计 , 该站自 1993年以来劳卫监测天数

年人均 100天以上 ,每天现场工作时间不少于 4小时 ,该

站 17名现场监测人员中有 3人肺部出现病理性改变 , 3

人听力损伤 , 1人白细胞下降 , 1人血红蛋白降低 ,均为

职业因素引起。

1. 2　基层劳卫人员个人防护措施差。部分基层劳卫人

员在监督企业落实有效个人防护措施的同时 , 疏忽自

身预防 ,甚至发生接害岗位工人防护设备齐全 ,劳卫监

督监测人员却暴露于高浓度 (强度 )生产性有害因素之

　　作者单位: 255026　　山东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中 , 而无任何防护设施的 “奇怪” 现象。据某市调查 ,

1995年该市各区县卫生防疫站共有 35名劳卫监督监测

人员 ,在日常监测中均未配用防尘、毒、噪声等的个人

防护用品 , 该市卫生防疫站也仅有极个别监督员经常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1. 3　缺乏基层劳卫人员劳动保护 、保健及健康监护制

度。企业的接害工人依法享有劳动保护、保健及健康监

护待遇 ,对增强工人体质、减少职业病发生、及时诊断

与治疗职业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 但基层劳卫人员隶属

于卫生防疫 (或职防 )机构的一个科室 ,因种种原因不

能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 无相应保护制度。

2　预防对策

2. 1　建立劳卫人员劳动保护、 保健及健康监护制度。

全社会特别是卫生防疫 (或职防 )机构的领导 ,应明确

基层劳卫人员为接害人员 , 充分认识其职业危害的严

重性和保护其身体健康的迫切性 ,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规定 ,建立各项有效劳动保护、保健制度 ,实施健康检

查、健康监护档案及健康状况分析等一系列措施 ,监护

重点为常年奔赴现场的劳卫监督监测人员 , 一旦发现

与职业因素有关疾患 ,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确诊

职业病者 ,应按《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

规定》 , 享受法定职业病人的一切待遇。

2. 2　加强基层劳卫人员的个人防护。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基层劳卫人员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 ; 不断改

进监督监测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 ,减少接害机会 ,降低

劳动强度 , 切实保障基层劳卫人员的身心健康。

(收稿: 1996-09-15　修回: 199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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