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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职业病诊断管理介绍
Introduction on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medical establ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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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卫生部 《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等法规的相继出台 , 规范和加强医

疗机构的职业病诊断管理工作迫在眉睫。为此 , 我院制定了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附属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诊断

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已贯彻执行。现就 《办法》

的实施 , 并结合工作实际介绍我院的职业病诊断管理情况。

1　组织结构与职责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 , 大部分职业病诊断机构

已经不是职业病专科机构 , 其综合医疗的比例有逐渐加大的

趋势。一些职业病诊断机构其实就是一所综合医院的一个科

系 , 在这样的医院内部势必淡化职业病诊断管理工作。 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规的颁布 , 我院成立了

以院长为主任委员的职业病诊断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职管

会), 负责全面落实职业病相关法规和监督管理工作。职管会

办公室设在医务科 , 具体负责职业病诊断的日常组织与管理

工作。职管会设相应专业管理秘书 (以下简称专业秘书) 3

人 , 其中职业病体检筛查管理秘书1 人 , 负责组织体检筛查组

对疑似职业病病人的会诊协调工作;尘肺诊断管理秘书 1 人 ,

负责组织尘肺诊断组对尘肺和尘肺合并结核病的诊断协调工

作;中毒诊断管理秘书 1人 , 负责组织职业中毒 、 物理因素 、

耳鼻喉口腔 、 职业性眼病 、 职业性皮肤病 、 职业性肿瘤以及

其他职业病诊断组对相关职业病的诊断协调工作。 每个职业

病科室设立科室职业病诊断专职干事 (以下简称专干) 1 人 ,

负责本科室职业病诊断前的审核和申请诊断工作 , 对诊断病

志进行质量监控。我院按照省卫生厅批准的诊断项目成立了

尘肺诊断组 、 中毒诊断组 、 物理因素诊断组 、 耳鼻喉口腔疾

病诊断组 、 职业性眼病诊断组 、 职业性皮肤病诊断组 、 职业

性肿瘤诊断组以及其他职业病诊断组。

2　门诊管理与责任分工

职业健康监护科 (以下简称体检科)负责对从事接触职

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并组织相关体检筛

查组 (至少2 人)进行审核确定疑似职业病病人。经确定的疑

似职业病病人由体检科负责向用人单位和本人下达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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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院通知。明确规定对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 , 体检科不予

接诊和受理诊断:(1)我院职业病诊断项目范围之外的职业

危害因素所致的病人;(2)不在卫生部 、 劳动保障部印发的

《职业病目录》 中职业病名单范围内的职业危害因素所致的病

人;(3)在没有新的证据资料情况下 , 其他诊断机构按规定

已经作出职业病诊断结论的职业病或疑似职业病病人。职业

病门诊负责接收已确诊的职业病病人的后续诊治工作 , 如果

发现可能要再次进行职业病诊断的病人 , 须由本科室至少 2

名有诊断权的医生共同确定是否收入院。

3　诊断申请与受理

职业病病房科主任定期组织科内医生对本科室住院的医

学观察者进行病历讨论 , 并适时提出对医学观察者的职业病

诊断申请。对初次入院的职业病观察者 , 在出院前要经过诊

断组会诊。对长期住院的职业病病人 , 科室有权决定是否申

请再次进行职业病诊断。 科室专干要在科室讨论后 3 个工作

日内 , 向职管会专业秘书提出申请 , 并审核病人资料使之符

合法规要求。专业秘书从接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向

职管会办公室秘书提出申请。职管会办公室按程序确定诊断

组人员 , 请示职管会主任委员批准 , 确定会诊时间。专业秘

书在规定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职业病诊断。

4　诊断管理的重点

4.1　对职业病有诊断意义的阳性体查结果 , 要求当事科室经

治医师及时请上级医师查房会诊确认。 临床科室对职业病观

察病人的检查单要加盖职业病观察印章。影像科室设立会诊

日 , 除急诊外 , 诊断所涉及到的辅助检查需由包括科主任在

内的至少 2名医生共同会诊复核签字。 检验科提供的有诊断

意义的报告至少有不相同 3 人进行复核签字。职业病诊断必

检但我院没有开展的辅助检查项目 , 由患者所在临床科室委

派 1～ 2 名医务人员陪同患者到外院进行检查 , 监督检查过程 ,

陪同人员应在院外辅助检查结果单上签字。

4.2　职业病诊断实行回避制度 , 凡与职业病诊断病人有亲属

关系的诊断医师 , 可由患方或医师本人提出申请回避 , 不参

与诊断工作。职管会办公室采取随机的方式抽取 3 名以上合

法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进行集体诊断。职业病诊断会诊由专业

秘书主持 , 职管会办公室秘书参与 , 并监督诊断程序的规范

性。

4.3　职业病诊断会诊程序:(1)主持人宣布会诊相关程序与

要求;(2)经治医生汇报病历 , 科主任总结病例 , 并提出诊断

意见;(3)诊断医师查阅资料 , 向经治医生提问 , 查看患者 ,

提出个人诊断意见 , 书写职业病诊断医师意见书;(4)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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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汇总多数诊断医师的意见 ,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确定并宣

布最后诊断结果。

4.4　规定参加诊断的医师亲自填写诊断医师意见书。科室专

干根据专业秘书汇总的意见 , 在专业秘书指导下书写综合意

见书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 经专业秘书审核签字后交给职管

会办公室秘书办理审核手续。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由参加诊断

的医师共同签署。特殊强调 , 持不同意见的诊断医师也要签

字。诊断书上的诊断结论并非是参加诊断的全部医师的意见

表达。医师在诊断书上签字 , 只表明该医师参加了诊断活动。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制作了一式 4 份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 劳

动者 、 用人单位各执 1份 , 病志存档 1 份 , 存根 1份 。没有被

确定为职业病的病人也发给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 、 职业病诊断医师意见书 、 综合意见书 、 会议记录以

及登记本等材料 , 由院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 , 合格后由办

公室主任签字交主任委员签字同意后方可加盖医院职业病诊

断专用章发出。科室秘书要将职业病诊断医师意见书 、 综合

意见书 、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1 份归入患者病志存档。经治医师

按规定书写会诊记录 , 并将 2 份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分别向病

人及用人单位下达。 职业病诊断登记本 、 职业病诊断讨论本

连同职业病诊断档案统一归档 , 永久保存。职业病诊断过程

记录 、 现场调查笔录及分析评价报告及诊断医师意见书 , 属

主观病志部分 , 不给患者及其家属复印。

4.5　我院职业病诊断流程 (见图 1)

5　监督处罚原则

5.1　职管会对设立的诊断医师定期复审 , 根据工作需要安排

人员培训 , 并及时调整和补充诊断医师。职管会负责对全院

职业病科室进行日常监督与考核 , 有权取消不合格者的诊断

医师资格 , 同时 , 对违规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视情节给

予必要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 并责其承担职业病医疗争议

的赔偿责任。

5.2　病人所在的临床科室 , 对辅助科室的违规行为和不规范

的报告 , 有权监督和上报主管部门处理 , 并承担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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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的深入贯彻与实

施 , 我国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将逐步走上法制化 、 科学化和规

范化道路 , 结合学习 、 贯彻 、 实施 《职业病防治法》 及 《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 对照实际工作 , 笔者就云南省职

业病诊断管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 并在法律 、 法规

框架的范围内提出进一步搞好职业病诊断管理的想法 , 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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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病诊断管理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位置

　　 《职业病防治法》 第 39 条明确规定 “职业病诊断应当由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

担” [ 1] 。同时还规定: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证擅自

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 , 或者医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

从事职业病诊断的 , 除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外 , 还要给

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不难看出 , 职业病诊断工作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和严肃的政策性 , 与普通疾病的诊断有很大区别 , 是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2　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回顾

我省原有尘肺 、职业中毒 、放射病 3 个省级职业病诊断鉴

定组 , 直接隶属于省卫生行政部门 , 办事机构设在省职业病防

治专业机构 , 负责日常工作。该组适时对地(州 、市)工业行业

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业务技术指导 , 业务技术的培训提高 , 进

行定期考核和不定期抽查 , 并接受地(州 、市)行业提出的疑难

·366·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5年 12月第 18卷第 6期　　Chinese J Ind Med　Dec 2005 , Vol.18 N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