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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治疗矽肺合并急性心肺功能衰竭 1 例分析 (阎波) (4):

221　矽肺合并肺性脑病的初步分析 (蔡洁)(4):242　急进型矽

肺并发双侧气胸 1例 (杨礼萍)(5):275　玉器加工致Ⅲ期矽肺

死亡 1例报告 (王彦宏)(5):315

矽尘　染矽尘大鼠血浆一氧化氮 、 一氧化氮合酶的变化 (魏茂提)

(2):80

吸烟　1379名青年职工吸烟原因调查分析 (云妙英)(2):71　吸烟

对石棉工人肺功能影响的动态研究 (蒋立新)(1):30

心电图　采矿作业工人的心电图分析 (林平)(5):304

橡胶　橡胶工人淋巴细胞 DNA 链断裂的研究 (陈月华)(1):10

血液灌流　急性药物和毒物中毒的血液灌流疗法 (白岩)(1):22

血红素氧合酶　血红素氧合酶抗损伤作用研究进展 (刘和亮) (4):

228

Y
亚硝酸盐　重症亚硝酸盐中毒 65例急救体会 (杨洪涛)(1):57　基

层医院抢救 12例亚硝酸盐中毒的体会 (孟庆传)(5):277　一起

群体亚硝酸盐中毒事故报告 (朱美芳)(5):259

盐酸　1例急性重度盐酸中毒病例的成功救治 (菅向东)(2):95

眼　火电厂作业工人眼鼻咽喉疾患分析 (张莉莉)(6):362

氧化铝　氧化铝混合尘对作业工人健康危害的调查 (刘正亮) (5):

293

药物数据库　药物数据库与药物中毒数据库信息资源介绍 (王朝和)

(2):124

医疗救援　化学灾害事故医疗救援的计划与实施 (葛建中)(5):314

一氧化碳　急性 CO 中毒引起 ST-T 改变 1例报告 (高兵)(1):34　急

性一氧化碳中毒合并筋膜间隙综合征 4例分析 (郭宝科) (4):

213　36例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的急救与护理 (冯艳春)(5):313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大鼠脑血液流变学变化及其意义探讨 (崔书

杰)(6):321　高压氧治疗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疗效观

察 (靳波)(6):346

乙醇　急性乙醇中毒性肌病 (徐希娴)(3):131

营养　煤矿井下工人营养与水盐代谢的调查 (宁鸿珍)(5):280

油漆　二起急性油漆中毒事故的调查 (马福云)(5):316

有机磷农药　急性有机磷中毒中间综合征 5例临床分析 (李少朋)

(2):89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临床治愈后 ChE未恢复正常的原

因探讨 (王海石)(5):273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组织损伤

标志物的变化及意义 (王希英)(5):305　血液灌流治疗急性有

机磷农药中毒的疗效观察 (孙晓莉)(6):342

有机氯农药　头发作为有机氯农药污染生物监测检材的可行性研究

(金莎丽)(4):205

Z

噪声　农用机动三轮车噪声对听力损伤的调查 (杨跃)(1):44　中

药调节噪声引起的动物肝 AST 、 ALT 变化的研究 (朱蓓薇)(2):

68　噪声习服性暴露对听力的保护作用 (刘长春)(2):75　噪声

作业工人听觉脑干诱发电位反应与主观测听的关系 (邓虹)(2):

103　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与女工不良妊娠结局关系的研究

(肖全华)(3):164　淄博市主要工业噪声作业人员听力损失情况

的调查 (王龙义)(4):239　球磨机噪声对工人听力影响的动态

观察 (宋秀丽)(5):303

锗　锗冶炼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赖纯米)(5):299

振动　手传振动对煤矿掘进工血浆血栓素 B2 和 6-酮-前列腺素 F1a浓度

的影响 (林立)(1):27　井下凿岩作业工人局部振动危害调查

(吴道溪)(2):118

正己烷　北虫草对正己烷所致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沈齐英)(5):284

脂肪肝　电梯装配工人脂肪肝发病情况调查 (李桃荣)(2):119

职业病　沈阳市职业病状况与对策探讨 (姜鹏嘉)(2):121　浅谈职

业病门诊工作的体会 (周梅荣)(3):189　三明市职防院 15年住

院病人概况 (戴延生)(6):366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 《职业病防治法》 的重要意义 (周安寿)

(1):1　运用循证医学方法 , 为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提供依据

(任引津) (1):2　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拓展职业卫生服务

(曹钟兴)(2):126　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加强流动职业人群职

业病防治工作 (王祖兵)(2):128　在实践中研究创新 , 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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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职业病防治法》 (王朝和)(3):190　贯彻实施 《职业病防

治法》 的几点建议 (姜鹏嘉)(3):191　认真学习贯彻 《职业病

防治法》 , 开创职业病防治新局面 (刘长安)(5):318

职业紧张　职业紧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刘继文)(2):100

职业危害　某制盐企业职业危害的调查 (田国彬) (1):42　手术室

护士的职业危害与防护 (冯光敏)(3):181　某独资鞋厂职业危

害的初步调查 (王蕾)(4):243

职业中毒　石油化工作业工人急性化学物中毒原因分析 (金沈雄)

(3):184　一起急性职业中毒行政处罚案的分析 (张坤海)(4):

251　职业中毒中常见元素检验的分析与评价 (代建云)(6):376

职业卫生　私有企业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 (李宗政)(1):54　石

河子垦区职业卫生现状及监督管理问题探讨 (刘成风)(2):120

　转制后乡镇采石场的职业卫生现状调查 (叶丽芳)(3):172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职业卫生状况比较 (喻金勇)(6):369

职业健康　浅谈职业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曹清松)(3):188　职业健

康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高星)(4):247　海员职业安全认知与

工伤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 (钟宏京)(5):265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3):129

肿瘤　龙口洼里褐煤矿肿瘤死亡情况调查 (徐旭东)(2):113

重质芳烃　重质芳烃的毒性及致突变性 (叶林)(1):15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的预防性职业卫生监督

沈阳市卫生监督所　董　华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迎春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是卫生监督部门对工业

企业建设项目在设计阶段中的一切卫生防护设施是否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所进行的预防性卫生监督 , 是职工卫生工作的

重要内容之一。现结合沈阳市 1999～ 2001 年 73 家工业企业 96

个建设项目的设计卫生审查 , 提出一些看法与体会。

1　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96 个建设项目分布于航空航天 、 轻工 、 机械 、 建材 、 石

油化工 、 印刷 、 电力 、 铁路 、 制药 、 汽车 、 冶金 、 兵器 、 电

子 、 纺织 、 船舶等工业;投资金额 1 000万元以下的项目有 55

个 , 1 000万元以上的为 41 个;国有 、 合资 、 私营企业分别为

73 、 19 和 4 家;其中新建厂房 (车间)、 生产线和工厂整体搬

迁的项目 85个 , 技术改造 、 厂房 (车间)扩建 11 个。

在 96个建设项目中 , 9 个建设项目不存在明显的传统职

业危害因素 , 其他建设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化学 、 物理

职业危害因素。其中对劳动者身体健康危害较大的矽尘 、 含

苯及其同系物的有机溶剂 、 重金属毒物 、 射线等分别占

3.5%、 13.6%、 3.5%和 1.5%。

从不同的建设项目中设计阶段卫生防护设施是否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可以看出 , 大部分存在严重职业危害的企业对

建设项目 “三同时” 工作较为重视;但存在一般职业危害的

企业 , 也包话一些存在严重职业危害因素的企业 , 其建设项

目的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中没有职业卫生防护的内容。即

或是有 , 也比较简单 、 粗糙。 调查中发现 , 一般投资规模较

大的项目的业主 , 对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同时设计较为重视 ,

而投资规模较小的项目的业主对其则缺乏足够的认识。 同时

还发现 , 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 “同时设计” 工作在国有企业

中开展较好 , 而在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开展情况则不容

乐观。

2　对产生职业危害的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实施预防性卫生监督

收稿日期:2002-01-23　　修回日期:2002-10-13

　　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是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

因素 , 在设计阶段卫生审查时发现问题 , 能够防患于未然 ,

节省大量财力和物力 ,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际工作中 ,

许多人把预防性职业卫生监督仅局限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

段 , 不重视工程前期的预防性职业卫生监督工作 , 这种局面

必须扭转。 2002 年5 月 1日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明确规定了 ,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建设项

目应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 及其预评价制度 、 防护设施的 “三

同时” 制度 , 还特别对职业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

设计审查制度作出了规定。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 , 建

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危害的 , 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

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 卫生行政部

门在法定时间内 , 针对建设项目的设计和预评价报告作出审

核决定 , 签署法定的卫生监督文书 《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

认可书》 。

3　监督人员应具备多学科知识

多年来 , 各地在评价程序 、 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实

践和探讨 , 随着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卫生部

2002 年)的出台与实施 , 评价工作得到统一与规范 , 同时对

职业卫生监督人员业务技术水平要求更高 、 更严。从 96 个建

设项目基本情况不难看出 ,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种类繁多 、 涉

及行业广 、 职业危害因素种类较为繁杂。监督人员首先要熟

悉各行业的工艺流程 、 生产设备及其职业卫生学特点 , 熟练

掌握建设项目有关的工程分析 、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 类比调

查 、 职业危害因素定性定量分析评价 , 职业卫生防护对策与

建议等预评价内容与程序 , 高质量签署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和规范要求的 《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 。因此 , 我们

深刻地体会到加强学习 , 熟悉各类建设项目的设计规范 , 具

备丰富的工业生产知识 、 卫生工程技术及相关的法律等多学

科知识 , 是职业卫生监督员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和预评价卫

生审核的坚实基础和必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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