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 对我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

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在这 20 年中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长与发展 , 相继获得了中文核心期刊 、

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美国 《化学文摘》 (CA)收录

期刊等 10余项资质 , 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地位和影响 , 近年

来还多次获得国家和省 、 市优秀期刊奖项 , 这些荣誉称号凝

聚了领导 、 专家和编辑部同志的心血与汗水 , 当之无愧。 我

们每位编委都为之骄傲 , 为之振奋 , 它也预示着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更为灿烂辉煌的明天。

雄关漫道真如铁 ,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最诚挚地祝贺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创刊 20 周年 , 祝贺 20 年来杂志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和辉煌成果。同时 , 我们更热烈地期待在今后的

发展道路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再创新的辉煌 , 我们将一

路同行 , 再攀高峰。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苏南特约编辑部

热烈祝贺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创刊 20周年!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创刊 20 年来 , 为我国广大职业病

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 每期刊物都有一

些优秀的学术论文发表 , 对我们的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 , 这一切都凝聚着众多作者 、 专家 、 编者和读者的深切关

怀和厚爱。值此创刊 20周年之际 , 谨代表 《中国工业医学杂

志》 山东特约编辑部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表示热烈的祝

贺! 同时向为我们杂志作出贡献的志士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山东特约编辑部

对职业病临床工作的点滴思考

———为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创刊 20周年而作

任引津1 , 倪为民2 , 邹和建3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职业病科 , 上海 200000;2.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职业病科 , 上海　200090;3.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职业病科 , 上海　200040)

　　我国职业病防治 、 研究机构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关心下

逐步建立起来的 , 这些机构的建立 , 从三级预防的不同层面 ,

保障了广大有毒有害作业工人以及其他接触者的身体健康 ,

保障了生产力的发展。近年来 , 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 , 职业

病防治机构在调整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 , 临床工作受到冲

击 , 业务滑坡 , 专业人员流失 , 临床及科研工作缺乏创新 ,

专业人员开展工作面临许多新的困难 , 甚至产生 “生存危机

感” 。尽管政府也意识到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 并且颁布

了包括 《职业病防治法》 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

但是因为缺乏资金的投入以及对职业病防治工作政策上的倾

斜和支持 , 职业病临床工作的现状仍不容乐观。

1　职业病临床工作的特点

从本质上说 , 职业病临床属于临床医学的范畴 , 与心血

管 、 内分泌等学科一样 , 是内科学中的一个亚专科。 与内科

学的其他亚专科不同的是 , 这个学科需要同时具备更为扎实

的流行病学 、 劳动卫生等预防医学知识。职业病临床学科的

兴衰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 我国工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 社会对职业卫生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 ,

职业病临床工作处于快速发展期。 随着经济转型期的到来 ,

有毒有害作业厂矿企业从城市转向农村 , 乡镇企业随之兴起 ,

职业病临床工作呈现新的特点 , 即一方面 , 职业病的发病并

未得到根本的遏制 , 患者人群分布从大中型国有企业转向乡

镇企业 、 私人作坊 , 大型城市的职业病临床工作因为有毒有

害企业的外迁 , 业务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 , 有毒有

害作业单位职工的健康监护体检的受检率远未达标 , 部分地

区受检率不足 30%。职业病临床工作的新形势 、 新特点给职

业病临床从业人员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带来了新的困惑。

2　职业病临床工作有无存在的必要

一个临床专业是否有生命力 , 主要取决于这一专业的业

务。近年来 , 发达国家通过加强管理及技术更新 , 以及将部

分危害严重的工作转嫁 , 传统的职业病发病已明显下降。 而

我国 , 传统的职业病并未减少 , 铅 、 苯 、 汞等中毒发病率仍

很高;农药中毒病例仍居高不下……;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

新生产流水线 , 使原来少见的中毒常有发生 , 如正己烷中毒 、

二甲基甲酰胺中毒 、 三甲基锡中毒等;非法小煤矿开采 , 大

大增加了尘肺发病的机会;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 带来了新

的职业危害问题;物理因素所致的疾病也有增加趋势 , 职业

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工作有关疾病涉及面更广 , 有些国家已将其列入到职业

病名单 , 我国这方面工作虽已引起注意 , 但未正式列入研究

规划 , 这方面工作给职业卫生服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总之 , 以上的情况表明 , 传统的职业病专科业务仍然繁

重 , 且随着生产发展 , 新的职业病危害将不断产生 , 对职业

病临床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 职业病临床工作是客观需要的。

3　职业病专职防治机构的存在

职业病专职防治机构 , 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职业病医

院 , 在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长期以

来 , 一些职业病研究所对职业病科研工作和临床工作起着重

要的指导作用。

职业病临床工作涉及临床各专科 , 几乎每一临床专科都

·27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7年 10月第 20卷第 5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07 , Vol.20 No.5



有因职业危害而引起的疾病 , 而没有一个科室 , 更没有一个

临床医生能处理所有的职业病。国外有些工业大国 , 并没有

设立职业病专科 , 诊治各专科的职业病应该是各专科的职责 ,

而且只有这种模式下 , 才能使职业病临床工作有更广泛 、 更

坚实的基础 , 有利于职业病临床工作的开展及提高。 我国有

些专科已开展这项工作 , 例如一些综合性医院皮肤科开展职

业性皮肤病诊治 、 五官科诊治噪声聋等。但在目前情况下 ,

很多临床科室专科医生对职业病的发病情况 、 临床表现 、 诊

治措施 、 职业病诊断处理的法规等知之甚少 , 也缺少对职业

危害所致疾病的针对性的检测技术设备 , 因此要实现临床各

专科都参与职业病工作 , 在管理 、 制度 、 业务上还有许多准

备工作 , 只能作为今后努力方向 , 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根据

以上情况 , 目前我国职业病的临床工作 , 必须由职业病专科

的临床医生来承担 , 其依托单位就是职业病医院和综合性医

院的职业病科。这些机构的工作重点是职业中毒及尘肺防治。

4　职业病防治机构的未来发展趋势

追寻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病临床工作的轨迹 , 可以预期 ,

随着我国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 , 职业病终将成为临

床的少见病 , 急性职业中毒也将成为临床急诊少见病。从临

床工作业务量以及人员培训 、 业务水平提高看 , 专职的职业

病医院终将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尽管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

间 , 可能数年 、 数十年 , 但是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 未

来职业病的诊治 , 将成为临床各相应科室的业务范围之一 ,

这些科室有专门接受过职业卫生以及职业病诊治培训的医生 ,

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 , 或者在综合性医院中有相对独立的职

业病科来负责职业病的临床业务 , 这些专科事实上成为内科

的一个部分。

5　职业病临床专业人才的培养

一个学科的兴衰除决定于社会对其需求外 , 人才是学科

发展的重要因素。职业病临床工作的重心是职业病临床医师

队伍的建设。在计划经济时代 , 医学院毕业生是分配制 , 专

业队伍可保持一定的数量。随着毕业分配制度的调整 , 就业

采取双向选择 , 多数毕业生在择业中除考虑生活环境外 , 更

多考虑专业的发展前景 、 工作待遇以及社会认同程度。从这

些方面考虑 , 职业病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明显缺乏吸引力。

从目前职业病临床机构人员状况看 , 一流医学院校的毕业生

极少以职业病专业作为自己终生的选择;一些已经分配到职

业病专职防治机构的毕业生 , 由于受专科医院综合实力有限

的影响 , 其所受到的毕业后教育及继续医学教育很不完善;

若干年后 , 其综合能力与其他专科医生相比 , 差距越来越大 ,

这对职业病临床学科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扭转这一现状 ,

避免职业病专业后继乏人的局面 ,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引起重

视或付诸实践。

5.1　多渠道加强职业病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职业病临床的高端人才来源于研究生教育。以前在国家

研究生招生目录中 , 职业病与劳动卫生专业合并招生 , 属于

公共卫生的范畴。但是事实上 , 职业病临床是一个临床学科 ,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独立的医学二 、 三级学科。从职业病

临床工作特点看 , 其病种涉及内科 、 五官科 、 神经科等 , 应

该与内科学 、 外科学并列成为二级学科 , 但是从职业病临床

的主体———职业中毒及尘肺看 , 应属于内科学的范畴 ,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将其列为三级学科或亚专科。这两种归类

对以后临床业务开展以及人才培养各有利弊。可喜的是 , 经

过多年努力 , 目前已经将职业病临床作为内科学的一个亚专

科列入研究生招生学科分类中 , 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正式批

准后 , 即将在全国实施。这一重大的变更 , 使得职业病临床

研究生的培养线路更加明确 , 其培养的研究生可以是授予专

业学位的临床硕士或临床博士 , 也可以是授予科学学位的硕

士和博士。这一培养体系的确立 , 将从根本上保证职业病临

床的专业队伍建设。

5.2　加强职业病专科医师培训

研究生教育并不能培养出职业病临床专家 , 临床经验的

获得需要实践的积累。规范化住院医生培养以及规范化职业

病专科医生培训是造就职业病临床专家的必由之路。目前规

范化住院医师培训以及专科医师培训已经在其他学科广泛推

广。但是职业病专科医师培养计划尚未制定 , 不利于职业病

临床人才的培养。这部分工作应该成为未来职业病临床培养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 , 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展了对职

业病临床医生在岗培训和职业病诊断医师资质认证工作 , 并

已取得了成效 , 这为适时开展职业病专科医师的培训以及准

入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5.3　在岗人员的继续教育

对于目前已经在岗从事职业病临床工作的医师 , 根据不

同的情况 , 提供良好的培训机会 , 可以采用在职研究生培养 、

本院科室轮转 、 院外进修等多种途径加以培养。 对学历层次

不高 、 基础知识较为薄弱的人员 , 尤应加以爱护 , 不能歧视

和排斥。

职防工作是一项崇高而艰苦的工作 , 在当今构建和谐社

会的背景下 , 职业病防治工作成效如何 , 直接关系到劳动者

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要做好职业病预防和职业病临床工作 ,

领导重视是前提 , 政策法规配套是保证 , 人才培养是关键。

有了政府支持 、 政策导向和倾斜 , 通过广大职业病临床专家

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 , 我国的职业病临床工作一定能够取

得新的成绩。

　

共同努力 , 开创职防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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