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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了石河子垦区职业卫生现状及监督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 , 建议我国除颁布 《职业病防治法》 外 , 还应有

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办法 , 使法规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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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市是一座政企合一以农垦开发为主的新型城市 ,

其工业企业主要是围绕农产品深加工而发展起来的。近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 , 各类工业企业也在迅速增加 ,

相应的职业卫生及职业危害问题日渐增多。现就我市职业卫

生现状及法制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下。

1　职业卫生概况

1.1　厂矿基本情况

石河子市位于新疆北部 , 除市区外 , 下辖 20个国营农牧

团场。人口共计 57万 , 市区 24 万 , 农场 33 万。厂矿企业 204

家 , 其中接触各类有毒有害因素企业 90家 , 市区 22 家 , 团场

68 家。接触工业粉尘10 577人 , 接触工业毒物1 161人 , 接触各

类有害物理因素4 139人。尘毒危害主要分布在煤炭 、 水泥 、

建材 、 化工 、 印刷 、 棉纺 、 毛纺及其他农产品加工行业。

1.2　职防机构设置

石河子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始于 1975 年 , 由石

河子市卫生防疫站劳动卫生科承担 , 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5 人 ,

其中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专职人员 2 人 , 另 3 人兼管学校卫生。

各农牧团场虽设有卫生防疫站 , 但专业人员少 , 多是一人身

兼多项专业工作 , 因此总体上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全市劳动卫生监督体制及监督员制度至今仍未建立。

1.3　尘毒危害及职业病防治情况

我市的一些主要粉尘危害如采煤 、 水泥 、 铸造 、 电焊等

虽经20多年的治理 , 粉尘浓度合格率仍仅为 21.2%、 30.8%、

40.9%、 40.9%。 20余年来我市通过普查及年度检查累计检出

各期尘肺病患者 570 例 , 急性农药中毒1 321例 , 慢性有机磷

农药中毒 203 例 , 铅吸收及铅中毒 124 例。据对有关资料分

析 , 今后数年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其他有害因素如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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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 、 电离辐射及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等 , 由于仪器设备和人

员能力的限制尚未开展检测与职业性体检工作 , 因此该有关

职业危害的实际情况不得而知。 1978 年至 2001 年 2 月全市共

发生 9 起 , 共危及 942人的重大职业危害事故 , 给国家和人民

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2　当前我市职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职防专业机构人员 、 设备少 , 检测能力低

我市的职防工作除市区各厂矿外 , 还包括各农牧团场的

工农业生产危害因素的防治 , 要全面正规地开展职防工作的

监督监测及健康监护 , 其机构 、 人员 、 设备都远不能满足工

作的需要。虽经多方努力也只能做一些常见的检测。 监测仪

器陈旧的问题也严重制约了职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2.2　企业改革的效益与职防工作的矛盾

现阶段我市大多数厂矿经济状况不景气 , 企业的生存 、

工人的工资 、 经济效益的好坏几乎成为评价企业领导政绩的

惟一指标。另外 ,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个体工矿企业也

迅速发展增多 , 多数规模小 、 设备落后 、 污染严重 , 且工人

流动性大 , 职业人群极不稳定。 同时 , 工人为了能保住自己

的工作 , 对职业卫生的要求也不那么关心。

企业法人代表的法律意识淡漠 , 经济效益与职防工作的

矛盾日渐突出。企业不愿出资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测及预防性

体检 , 防治机构得不到监测体检费用而无法有序地开展工作 ,

这就造成了职防工作的恶性循环 , 使得职防工作举步维艰 ,

是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

2.3　国营农场农业劳动卫生及职业危害问题

我市下辖 20 个国营农牧团场 , 团场职工均为国家正式职

工 , 以国家农业工人的身份进行农牧业生产 , 这一独具特色

的职业群体使我市兼具工业和农业劳动卫生的双重任务。 多

年来像职业性布鲁氏杆菌病 、 农药的急慢性危害以及场办工

业的尘毒危害等都时有发生。这些农业工人以生产方式接触

有害因素所造成的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 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使

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内地的季节工 、 临

时工大量进入农场 , 当前如何进行农业劳动卫生的防护教育 、

监督和职业危害的预防检查 , 就成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下的

新课题。占我市人口 2/ 3的农业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及职业危

害问题不容忽视。

2.4　职业卫生监督机构及体系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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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职业卫生监督机构及监督员体系是开展职防工作

的保障 , 但我市劳动卫生监督体系和机构至今仍未建立 , 也

无监督员 , 致使经常性 、 预防性 、 事故性卫生监督都不能得

以正常有序的开展。

3　建议

3.1　尽快建立完善卫生监督体制

由于我国职业卫生立法滞后 , 严重制约了劳动卫生工作

的开展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 《职业病防治法》 已颁

布 , 即将实施 , 不仅卫生执法单位将有法可依 , 还能约束厂

矿企业主动参与职业危害的防治和治理。同时 , 也能约束各

级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 , 防止跨行业越权执法等行为的发生。

但有了法没有一个完善的卫生监督体制也不能充分发挥法律 、

法规的作用 。因此 , 必须建立卫生行政部门垂直领导的监督

管理体制 , 并建立卫生监督执法的制约机制。

3.2　职业卫生立法的同时要有配套的实施细则

在确立职业卫生立法和完善职业卫生监督体系后 , 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同时要制定与立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工作规

范 , 才能确保法规的操作与实施。

3.3　行政执法与防治服务各司其职

职业卫生监督应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现行

的执法与防治服务体系均设在卫生防疫站 , 执法主体和防治

机构在同一单位 , 不利于法律的公正公平性。因此 , 职业卫

生监督必须隶属于统一的卫生行政部门 , 各类职业卫生服务

工作应由相应的卫生服务机构承担。

3.4　强化法人及工人的守法意识教育

职业卫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通过职业卫生立法及

完善卫生监督的执法体制 , 可以对企业法人起到一定的制约

作用。但必须对其强化守法意识的教育 , 只有这样 , 才能解

决那些只顾经济利益 , 而置国家法律 、 法规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于不顾的行为。同时也必须对职业工人进行职业卫生法

规的教育 , 普及职业卫生防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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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沈阳市 1991 ～ 2000 年职业危害和职业病状况进

行了统计分析 , 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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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工业生产历史悠久 , 有着健全的工业体系。其职

业因素多 、 危害严重 , 职业病病种全 、 发病率高 , 已闻名省

内外。近些年来 , 随着职防工作力度的加大 , 上述情况得到

了一定控制 。我们现将 1991 ～ 2000 年全市职业危害和职业病

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 并对目前尚存问题和今后设想进行探讨。

1　职业危害与职业病现状

1.1　1991～ 2000 年职业危害情况

10 年间全市各种职业危害作业点数均呈下降趋势。 年度

合计各类职业危害作业点数由 1991 年的18 548个下降到 2000

年6 673个 , 下降了 64%。各类职业危害作业点监测率虽有波

动 , 但总的呈下降趋势 , 尤其是粉尘作业点监测率下降更为

明显;而各类职业危害作业点合格率却呈上升趋势 , 粉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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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 物理因素危害作业点的合格率均比较高 , 分别平均为

76.5%、 86.4%、 75.6%;从年度上看 1991 年各种职业危害作

业点的监测率最高 , 分别达到了 80.9%(尘)、 83.4%(毒)、

85.2% (物), 而最低的年度为 1999 年 , 分别为 67.5% (尘)、

71.0%(毒)、 74.0%(物);而 1999 和 2000 年各种职业危害

作业点的合格率 , 毒物最高可达 91.8%, 各种平均达到了

82.5%。

1.2　职业性健康检查情况

从表 1 可见 , 1991～ 2000 年全市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呈逐年

下降趋势;10 年间职工人数减少了 64 万余人;接触职业危害

人数也呈下降趋势 , 由 1991 年的 27.5%下降到 2000 年的

16.5%;职业健康体检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 2000年体检率仅

为 26.4%, 比 1991年下降了12.2%;职业病检出率虽有波动 ,

但总趋势为下降 , 1996 年检出率最高为 0.8%, 2000 年检出率

最低为 0.2%。

1.3　各类职业病发病情况

表 2 显示 , 10 年间我市累计发生各种职业病2 471例 , 其

中慢性中毒的比例最高占 66.41%, 其次是尘肺 25.13%, 急

性中毒与其他职业病分别占 4.33%和 4.13%;各类职业病发

病人数虽有波动 , 但总的呈下降态势 , 1991 年发病人数最多

401 人 , 占10 年发病总例数的 16.23%, 2000年最低 35 人 , 占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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