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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东风汽车公司职业卫生管理体系的研究分

析 , 为现代企业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模式 、 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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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公司属特大型企业 , 1969年建厂以来一直沿用总

部下设若干专业厂或子公司的建制 , 专业厂或子公司具有相对

独立性。建厂初期 , 职业卫生管理未引起足够重视 , 1978 年才

成立职业病防治所。 1982 年设安技环保处 ,各专业厂或子公司

相继成立安技环保科。 1985 年公司召开第一次防尘防毒工作

会 , 并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尘毒治理。 90 年代初 , 公司对各

部门管理职能进行明确划分 , 1995 年成立总公司 、分厂两级“初

级卫生保健(PHC)委员会” , 旨在“保护企业员工家属享有与公

司发展相适应的卫生保健水平” 。 1999 年公司通过 ISO 9000 第

三方认证和 ISO 14000评审 , 2001年 ISO 18000 公布后 , 企业又按

该标准内容作了大量的职业安全评审前期准备工作。《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后 , 公司及时制定了《东风公司职

业病防治管理办法》 。至此 , 东风公司职业卫生管理模式日臻

完善 , 堪称“东风模式”(见图 1)。

1　东风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1.1　权威性　公司健康促进委员会 (PHC)和安全生产委员

会均由主管卫生和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任主任 , 其成员互有

交叉 , 并由生产 、 总工会 、 安技环保 、 人事 、 监察 、 宣传等

部门主要领导参加 , 形成健康 (H)、 安全 (S)、 环保 (E)

(即 HSE)职业卫生管理体系。该体系是一种事前进行风险分

析 , 确定其自身活动可能发生的危害和后果 , 从而采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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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防范手段和控制措施的有效管理方式。两个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对职工和家属健康造

成危害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 统一规划 、 制定相应目标逐级分

解与考核 , 并与专业厂或子公司负责人签订责任状。

1.2　两级管理　即公司级和专业厂级。专业厂或子公司也设

PHC 和安全生产委员会 (下设安技环保科和卫生所)。将总公

司责任状的各项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 、 班组。由安技环

保科或卫生所负责日常监督检查考核 , 两级管理保证了在操

作过程中能横向到边 、 纵向到底 、 上下左右互动。

1.3　管理 、 监督 、 宣传三管齐下。管理 , 主要是公司给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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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签订责任状 , 并按责任状指标考核行政一把手且作为当年

政绩之一。形成了抓头头 、 头头抓 、 层层抓 、 一级对一级负

责和齐抓共管的局面。 监督 , 公司总工会 、 人事 、 监察部门

每年组织防暑降温 、 尘毒治理效果 、 女工保护 、 劳动法规专

项检查 , 对执行不力的单位由电视台曝光 , 并要求整改。

1.4　企业职业卫生专业机构是实行健康 、 安全 、 环境 (HSE)

职业卫生管理体系的基础和纽带 , 除完成自身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和管理任务外 , 是参与职业卫生决策的主要部门。

1.5　该职业卫生管理模式集质量 、 环保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

为一体 , 既符合 ISO要求又与WTO 相接轨 , 为企业走外向型

经济发展之路 、 提高国际竞争优势减少非关税壁垒的国际威

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6　该职业卫生管理模式符合人性化的理念。传统的单纯生

物医学模式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 已转为生物—心理—社会

的多维模式 。疾病的发生由遗传行为 、 病原体 、 营养 、 环境 、

精神等多因素共同决定已成为共识。现代 “健康观” 不是过

去的 “没有疾病” , 而衍变为身体 、 精神 、 社会良好适应状态

的 “健康观念” 。对于生命的重视不仅是生命长度还应包括生

命质量 , 因此控制职业病和人人享有职业健康具有同等意义。

2　主要工作方式与成果

2.1　将职业卫生纳入公司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

2.1.1　公司总部与工会签订集体合同时 , 有关职业安全条款

中明确规定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保护从业者身体健康

方面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同时也明确了职工在劳动过程

中必须佩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 这有利于职业卫生相关措

施的落实。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职代会每年组织一次视

察 , 对公司内各生产单位执行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有关规定

进行督查 , 发现问题责成有关部门领导限期整改 , 并将整改

结果向职代会报告。

2.1.2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后 , 公司以东风办发 [ 2002] 5

号文专门部署此项工作 , 以贯彻为中心 , 以宣传为载体 , 以

维护员工身体健康 、 保障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 组织

系列专题活动:分层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印制法律单行本发

至各部门领导和专业人员;公司分管领导在 《东风汽车报》

发表署名文章;制作电视专题节目;搭建 “东风公司职业健

康网站” ;组织员工参加国家举办的 《职业病防治法》 知识竞

赛活动 , 印发竞赛试题 4万份 , 回收率 82.1%, 70%以上员工

参加答题;基于公司长期以来在职业卫生和贯彻落实 《职业

病防治法》 中的突出表现 , 公司领导荣幸地出席了国家和湖

北省组织的职业卫生高层研讨会 , 并作了大会专题发言 , 受

到与会者和有关领导赞誉。

2.1.3　公司有关部门还编写了217个符合企业实际的职业安全

操作规程 , 用以规范员工行为 , 减少了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

发生。

2.2　选择有代表性的监测点进行长期动态观察。 1978 年开

始 , 循工艺或工序 , 按专业厂或车间全公司共选定代表性的

尘毒监测点1 200个进行跟踪监测 。1986 年以文件形式下发至

各专业厂 , 使公司有害作业环境监测工作制度化 、 规范化。

随着公司的发展 , 又多次调整 , 并增加了噪声 、 高频 、 射线

等物理因素监测点。其中 , 粉尘监测点每年监测 2 次 (冬 、 夏

季各 1 次), 毒物及物理因素每年 1 次。监测覆盖率每年达

95%以上 , 为职业病诊断及科研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3　加大投入 , 强化尘毒设备管理 , 尘毒达标率逐年上升。

为降低作业环境粉尘浓度 , 对占粉尘监测点数 70%以上的 3

个铸造厂在资金上重点倾斜 , 将除尘效率低 、 二次污染严重

的水浴除尘器 , 全部更新为高效布袋除尘器;将车身 、 车架 、

车厢大件喷漆危害严重的苯作业改造为机器人密闭操作或远

距离操作;大件汽车总成烘干采用远红外密封烘干炉;对同

时受粉尘 、 噪声和振动多种有害因素危害的振动落砂清理等

工位 , 则采用建隔离室操作 , 或将其局部与操作工人隔离的

方式治理等。 据统计 , 近 3 年来 , 粉尘监测点平均达标率为

90.2%, 粉尘平均浓度从23 mg/m3 下降至 3.5 mg/m3;毒物点

达标率 89.9%。

2.4　职业性健康监护水平稳步提高。全公司接触有害作业人

数达21 844人次 , 其中 , 粉尘6 110人次 , 毒物6 365人次 , 物理

因素9 369人次。职业性健康监护已覆盖所有专业厂的各种有

害作业人员。其中 , 粉尘作业健康监护率达 95%以上 , 毒物

作业监护率达 90%以上 , 起步较晚的噪声作业监护率也达

50%以上。还逐步开展了上岗前 、 离岗 、 转岗以及对健康有特

殊要求人员的体检。对体检中发现的观察对象 、 职业禁忌证

等 , 按有关规定做出妥善处理。 20 多年来 , 传统职业病发病

率逐年下降 , 并控制在较低水平。近年来 , 尘肺发病率为零 ,

职业中毒患者在 1989 年前主要为慢性苯中毒 (计32 例), 1989

年至今仅诊断 4 例 , 其他职业中毒尚未发现。

2.5　加强作业环境管理。开展 “安全性评价” 、 “ PHC” 达标

考核和清洁车间评审活动 , 将通风除尘设备完好率 、 尘毒达

标率和职业病发生率纳入各级目标责任制管理 , 推行无害化

生产工艺。

2.6　由公司职业病防治所 、 地段医院 、 专业厂卫生所组成三

级预防保健网络 , 使职业病早期诊断治疗的二级预防工作得

到有效落实。

2.7　加强有毒有害作业工人的疗休养。在宁波 、 杭州 、 广州

等地设立疗养点 , 自 1986 年始 , 对职业病危害较严重岗位的

工人和职业病患者给予优先安排 ,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企

业理念。

2.8　近年 , 共完成科研成果 8 项 , 7 项通过省级鉴定 , 均达

到国内先进和领先水平。获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3 项 、 三等奖

5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 三等奖 2 项;撰写科技论文

200 余篇 ,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 60篇。

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 一个以总公司和专业厂两级

健康促进委员会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决策机构 , 职业病防治

所为核心 , 专业厂安技科 (或卫生所)专职职业卫生人员为

纽带的职业卫生管理网络形成了公司特有的健康 、 安全 、 环

保 (HSE)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 在国内企业中处于先进水平 ,

·24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3年 8月第 16卷第 4期　　Chinese J Ind Med　Aug 2003 , Vol.16 No.4　　



被国家和湖北省有关部门及专家誉为 “东风模式” 。

面对企业实施国际合作与战略重组的新形势 , 按 《职业

病防治法》 的要求 , 进一步完善充实健康 、 安全 、 环保职业

卫生管理模式 , 在巩固原有做法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 狠抓

源头职业危害的预防控制 , 重点做好新建项目的职业危害评

价 、 防护设施 (备)、 个人防护用品效果监测与评价 , 实现企

业职业卫生的本质化安全 ,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撑起一片蓝天。

浅谈大连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统计工作的体会
Discussion on statistic work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Dalian city

牛　琼
1
, 薛　光

2
, 丛培娟

1

NIU Qiong1 , XUE Guang2 , CONG Pei-juan1

(1.大连市卫生监督所 , 辽宁 大连　116012;2.大连市皮肤病医院 , 辽宁 大连　116012)

　　摘要:通过对大连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统计报告工作的

论述 , 总结经验 , 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进一步使我市的

职报统计工作做到及时 、 准确 、 全面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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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卫生统计信息工作 , 对各级卫生管理部门 , 尤其对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将大连

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统计报告 (简称职报)工作的做法简述

如下。

1　领导重视 , 专人负责

1982年 , 在全国尚未实行统一规范的报告制度时 , 辽宁

省率先实行了职报制度。为认真贯彻执行省卫生厅颁发实施

的职业病统计报告制度 , 市卫生局制订了实施细则 , 下发到

各基层单位 。为了提高统计工作质量 , 所领导在经费紧张的

情况下 , 配备了微机 , 并与省劳研所合作 , 研制了职报统计

软件系统 , 同时设置 1名主管医师和 1 名熟悉微机的主管技师

固定统计岗位负责职报工作 , 为完善我市的统计报告工作提

供了技术和组织保证。

2　建立网络 , 层层培训

2.1　建立职报网络

　　大连市劳动卫生分级管理原则办法是:按市企业分类 ,

大 、 中型厂矿企业由市劳研所的劳动卫生监督一科直接建档

管理 , 劳卫科的医师实行划厂分担责任制 , 与企业的专 (兼)

职劳卫医师配合管理;中型以下厂矿企业 , 由其所在区 (市)

县卫生防疫站劳卫科建档管理 , 劳研所的劳动卫生监督二科

指派医师分工对区 (市)县卫生防疫站劳卫科负责业务指导 ,

同时对市属三资企业直接建档管理。为了保证职报工作的质

量 , 我们建立了大连市三级职报网络 , 即:一级是市职报统

计中心 (专干负责), 二级是市所劳动卫生监督一科和二科 ,

三级是县 、 区站劳卫科和厂矿专 (兼)职劳卫医师。历年的

职报实践表明 , 这个网络基本上体现了我市对职报工作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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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理念和责任意识 , 使我市的职报工作达到了省 、 市卫

生行政部门的要求。

2.2　层层培训

我国现行的职报统计报表共有 7 张 , 职业病报告卡片 3

类。我们在对基层单位报表的验收审核过程中 , 经常发现错

误百出 , 有的属于责任心问题 , 有的属于对统计的逻辑关系

不清楚 , 至于不可直接查出的错误即 “拍脑袋” 填写的数据

也时有发生。 1991 年7 月 1日卫生部颁发了 《卫生监督统计报

告管理规定》 , 这标志着我国卫生监督统计工作正向法制化 、

标准化和规范化迈进。 为认真执行规定 , 针对我市在职报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 以贯彻 《规定》 为契机 , 市卫生局统一规

划举办了内容不同 、 层次不同的培训班。培训的内容有国家

统计法 、 卫生监督统计报告管理规定 、 统计方法 、 职业病报

告制度以及国家法定统计报表内容及其基本要求。在培训过

程中 , 注重统计基本知识理论的系统性和业务上的实用性 ,

根据报表中各项指标的基本概念 、 统计方法及常遇到的问题

详细讲解 , 使参加培训的学员掌握正确填表方法及各项指标

的含义 , 达到了完全理解和运用。此外 , 我们还在每年年初

召开市和县 (区)劳动卫生和厂矿企业劳动卫生工作会议 ,

专项部署职报统计工作 , 传达上级对职业病统计报告工作的

文件和要求 , 强化职报工作的法制管理。每年 9 月 , 分别召开

市所劳动卫生监督员 、 县区站劳卫科长及职报人员和基层厂

矿劳卫医师的统计专业会议 , 部署年终报表工作 , 使我市的

职报统计工作做到及时 、 准确 、 全面 、 规范。

3　建立检查核对制度 , 确保信息准确

确保卫生统计信息准确是职报统计工作的真谛。 职报统

计工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可直接查出的错误 , 即报表所填

写的数据是不真实的 , 因报表符合填写逻辑 , 用简单的核表

法发现不出其错误所在 , 这样的 “错误” 对统计工作是非常

有害的。此外 , 还有可直接查出的错误及不填不报等现象。

针对这些情况 , 市卫生局建立了相应的检查制度 , 我所职报

统计中也建立了相应的核对审查制度 。

3.1　检查制度

对市所直接管理的厂矿企业 , 每年在年终报表之前 , 劳

卫一科各分管医师分别与其分管厂的劳卫医师结合年终核档 ,

对各项原始数据进行查对;对县 (区)防疫站 , 则由劳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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