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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区厂矿企业基层卫生保健网的背景情况调查分析

董　华　宋　杰　付兰天　臧景贵

　　厂矿企业基层卫生保健网是我国基层卫生保健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卫生保健工作的好坏 ,对我国卫生

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卫生部监督司“八·

五”软课题《厂矿企业基层卫生保健网的模式和管理制

度研究》 总体方案 , 我们于 1993年对沈阳地区 5个产

业系统 80个厂矿企业的卫生保健背景情况进行了调

查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根据厂矿企业的行业类别和规模大小 , 选择沈阳

地区冶金、 化工、 纺织、 机械和轻工 5个行业的 80个

有代表性厂矿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按职工人数 5000人

以上 (不含 5000) 为大型企业 , 1000～ 5000 (含 1000

和 5000) 为中型企业 , 1000人以下 (不含 1000) 为小

型企业划分企业规模。 调查方法为首先对全市厂矿企

业的一般情况进行摸底 , 然后对有代表性企业进行详

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厂矿企业一般情况、厂矿企业卫

生保健组织领导与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开展情况、卫生

保健资源和队伍结构等 ,各种指标共 29个。全部调查

资料经二次审核无误后 , 录入微机进行统计分析。

2　调查结果

2. 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的 80家企业有 65个位于市区 (县 ) 中

心 , 市属及其以上企业 68个。从建厂时间看 , 建国前

的 28个 , 占 35% , 50～ 60年代的 44个 , 占 55%。大

型企业 11个 , 中型企业 40个 , 小型企业 29个。在行

业分布上 ,以机械、纺织和轻工企业为多 ,分别占调查

厂矿的 26. 3% , 22. 5%和 22. 5%。在该 80个企业中 ,

在岗职工 185 828人 , 离退休职工 47 546人 , 一线生产

工人 88 438人 ,从事有毒有害作业职工 55 520人 ,占生

产工人的 62. 8%。从职工健康情况看 , 职业病患病及

死亡也占有一定比重 (表 1)。

　　作者单位: 110024　沈阳市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所 (董华、

付兰天 ) ,沈阳市大东区卫生防疫站 (宋杰 ) ,沈阳市煤气总公

司 (臧景贵 )

　　表 1　 　沈阳地区 1993年 80个厂矿

企业职工 (含退休 )健康情况

疾病名称 患病例数 (% ) 累计死亡例数 (% )

尘　　肺　　 290( 0. 45) 203( 7. 25)

职业中毒　　 358( 0. 55) 3( 0. 11)

其他职业病　 45( 0. 01) 0( 0. 00)

工作相关疾病 742( 1. 14) 0( 0. 00)

工　　伤　　 526( 0. 81) 24( 0. 86)

其他疾病　　 63 371( 97. 30) 2 572( 91. 79)

合　　计　　 65 132( 100. 00) 2 802( 100. 00)

2. 2　厂矿企业卫生保健工作情况

2. 2. 1　厂矿企业卫生保健组织领导与机构

大多数企业 (占 61% )卫生保健工作由后勤厂、矿

长负责 , 31%企业归生产厂、 矿长负责 , 8%处于无厂

级领导负责或主管领导不清。 卫生保健工作归属医院

职能的占 63% , 纳入安技科职能的占 19% , 介入厂办

公室职能的占 2% , 其他为 16%。

2. 2. 2　厂矿企业卫生保健工作开展情况 (表 2)

2. 2. 3　卫生保健资源和队伍结构

本次调查的 80家厂矿企业均设有职工医院或卫

生所 ,共有职工 3567人 , 病床 2657张。每天就诊量平

均 9659人次 ,其医疗设备共 2314万元。车间保健室医

疗设备共 14万元 ,用于卫生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的仪

器设备 108万元 , 用于其他卫生保健设备 53万元。人

均医疗费和保健费分别为 190元 /年和 144元 /年。

有车间卫生保健设施的厂矿 75家 ,其中 93%的厂

矿有车间休息室 , 87%的厂矿有淋浴室。 设有卫生保健

室、哺乳室、妇女卫生室的厂矿分别占 37% 、 21% 、 64%。

在调查企业 3567名医务人员中 ,负责卫生保健工

作的人员共 2646人。其中临床医疗人员 2319名 ,预防

保健人员 327人 (其中专职人员 243人 ) , 其文化程度

和技术职称情况见表 3和表 4。

3　讨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 , 职工生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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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厂矿企业卫生保健工作开展情况

工作内容
有负责实施部门

的厂矿数 (% )

专职卫生

人 员 数

兼职卫生

人 员 数

制定实施卫生工作和控制疾病的计划 44 ( 55. 0) 164 19

负责急、 慢性传染病防治 52 ( 65. 0) 133 　　　 　—

开展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治 4 ( 5. 0) 6 　　　 　—

定期对职工健康进行检查 59 ( 73. 8) 97 29

组织和实施计划免疫工作 21 ( 26. 3) 41 3

计划生育 68 ( 85. 0) 39 67

开展妇幼卫生保健 59 ( 73. 8) 108 91

劳动卫生与作业条件改善 59 ( 73. 8) 98 74

防治职业病 52 ( 65. 0) 77 30

改善食品卫生与营养 13 ( 16. 3) 9 31

培训车间卫生人员 14 ( 17. 5) 51 18

健康教育和卫生保健知识普及 41 ( 51. 3) 32 25

保证安全饮用水 31 ( 38. 8) 12 37

初疗救护 42 ( 52. 5) 178 152

　　表 3 　从事预防保健和临床医疗人员文化教育情况 (人数 )

类　别 合　计
　　　　　　　学　　　　历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以上

　　　受教育方式与类别　　　

医学正规教育 非医学正规教育

从事预防保健 327人 42 90 112 83 141 186

从事临床医疗 2319人 362 465 939 553 872 1447

　合　　计 2646人 404 555 1051 636 1013 1633

　　表 4 　从事预防保健和临床医疗人员技术职称情况 (人数 )

类　　别 无职称 士级 师级 主治医师级　副主任、主任医师级 合计

从事预防保健 54 104 105 51 13 327

从事临床医疗 231 671 766 533 118 2319

　合　　计 285 775 871 584 131 2646

断改善 ,文化和健康需求日益增高 ,对厂矿企业基层保

健的需求会越来越迫切。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从事有毒

有害作业的工人占一线生产工人的 62. 8%。仅就 1993

年职工健康情况看 , 35%的现职职工患有各类疾病 ,

2. 7% 的工人患有职业病或与职业有关疾病 ,可见沈阳

市厂矿企业接害人数多 , 潜伏着较大的健康损害危险

因素 ,因此十分需要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另据本次

调查 ,厂矿企业职工医院 (卫生所 )共有床位 2657张 ,

医师 871名 , 平均每千名职工拥有病床 14张、 医师

4. 7人 ,床位和医师数量基本能满足要求。同时从卫生

保健人员情况来看 , 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专职人员所

占比例较大 , 并且其与现职职工总数的比例符合现代

卫生保健的需求。但从调查结果看 ,目前厂矿企业的基

层卫生保健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 1　厂矿企业卫生保健工作的主管领导及业务工作

的领导关系不统一、 不协调

后勤厂、 矿长主管的占 61% , 归生产厂、 矿长主

管的占 31% , 另有 8%处于非厂级领导主抓或主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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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不清。 业务职能归属部门也较为复杂 , 隶属医院型

( 63% ) ,纳入安技型 ( 19% ) , 介入厂办公室 ( 2% ) , 其

他 ( 16% )。这些自成体系的归属关系极易造成企业防

保工作管理不协调 ,导致 “三不管” 的状态 , 即企业生

产忙 ,顾不上 ; 主管部门无机构 , 无人管 ; 卫生部门压

力大 ,无精力管。同时说明厂矿企业领导普遍对初级卫

生保健工作缺乏应有的认识 , 没有认识到保护职工的

健康就是保护生产力 ,更没有认识到健康也是一种“社

会资源”。

3. 2　厂矿企业卫生保健工作仍处于一般水平

61% ～ 95%的厂矿企业根本未开展保证安全饮用

水、组织和实施计划免疫、培训车间卫生人员、改善食

品卫生与营养、 寄生虫和地方病防治等卫生保健工作

内容。仍有 15% ～ 49%的厂矿企业未开展健康教育和

卫生保健知识普及、 防治职业病、 急慢性传染病防治、

初疗救护等最基本又必不可少的卫生保健工作内容。

医务人员的主要工作只是看病治病 , 初保工作内容在

大多数企业未能全面列入工作职责内 , 忽视整体卫生

保健服务。

3. 3　卫生保健设施及经费的配备不足

从厂矿企业车间卫生保健设施配备情况看 , 63%

的企业无卫生保健室 , 79%企业无哺乳室 , 36%的企业

无妇女卫生室 , 说明大多数企业的初保任务不能很好

地落实。另外 ,医疗设备经费所占比例较大 ,而用于卫

生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的仪器设备费、 车间保健室医

疗设备费及用于其他卫生保健设备费、 工人保健费所

占比例相对较小。 这也说明目前多数企业的卫生工作

仍处于初级医疗服务为主的状态 , 这与全球卫生战略

和现代医学发展趋势已不相适应 ,需要增强预防观念 ,

以医疗为中心扩大预防 , 从医疗型逐步向医疗 -预防 -

保健型转化。

(收稿: 1996-01-25　修回: 1996-11-20)

嘉兴市尘肺发病及发展趋势研究

孙晓楼　陈树森　张明华

　　尘肺病作为我国法定职业病之一 , 是多年来发病

人数最多 ,对作业工人健康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为探

讨我市尘肺的发生、发展规律 ,预测未来若干年发展趋

势 ,为尘肺病防治提供资料 ,我们对本市尘肺病进行了

流行病学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嘉兴市辖区内全民、 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已确诊

的尘肺病人共 192例 , 其中死亡病人 28例。

1. 2　方法

流行病学资料全部采用个案调查 , 进行流行病学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尘肺病现状及分布

嘉兴市至 1995年底为止共有尘肺病人 192例 ,患

病率为 0. 87% , 男性 174例占 90. 63% , 女性 18例占

9. 37%。 尘肺病的分期构成情况见表。

尘肺病的分期构成情况

期别 总例数 构成比 (% ) 死亡数 病死率 (% ) 现患数 构成比 (% )

Ⅰ 145 75. 52 13 8. 97 132 80. 49

Ⅱ 39 20. 31 10 25. 64 29 17. 68

Ⅲ 8 4. 17 5 62. 50 3 1. 83

合计 192 100 28 14. 58 164 100

　　作者单位: 314001　嘉兴市卫生防疫站

　　尘肺种类主要为矽肺、煤工尘肺、石棉尘肺、水泥

尘肺。以矽肺病例最多 , 共 131例占总数的 68.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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