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通过本案我们认识到 ,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 的实施 , 不断提高执法水平 、 提高依法行政自觉性是非常

重要的。这就要求职业卫生监督员不但要有丰富的专业卫生知

识 、 管理监督心理知识和生产工艺流程方面的知识 , 还必须要

有过硬的执法技巧和法律知识 , 并且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

要秉公执法、 文明执法。在主体认定 、 证据采集 、 处罚程序 、

法律适用上真正做到合法、 正确 , 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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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市级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 》 研究探讨
吉俊敏 , 朱建全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江苏 常州　213003)

　　2000年前后 , 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卫生防病体制改革 ,

而与体制相适应的工作规范尚未建立。为此 , 卫生部组织全

国专家拟针对改革后的疾控机构职能制定工作规范。其基本

原则是起点要高 , 又要符合基层实际。江苏省工业发达 , 职

业病防治基础较好 ,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规范化建设研究

课题组将全国地市级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 授予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起草。历时一年 , 经多次修正 , 已

具雏型。现将研究概况介绍如下。

1　研究目的 、 资料与方法

1.1　目的

确立卫生防病体制改革后疾控机构的职能定位 , 起草与

卫生防病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全国地市级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

制工作规范》。

1.2　资料

(1) 2001年版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 (2)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第 40号令 《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 》,

(3)中编办 [ 2003] 15号文 《关于职业卫生职能的分工精

神》 和卫生部等 《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

知》 (卫监督发 [ 2005] 31号), (4)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 卫

生标准 、 技术规范 , (5)WTO、 ILO要求和规定 , (6)其他。

1.3　方法和步骤

1.3.1　系统收集与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职责划分以及任

务分工有关的技术文献 、 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 、 操作手册等 ,

系统收集已有的防制项目主要职责单位以及协调配合单位 ,

及其职责分工。

1.3.2　由基层职业病防治工作者起草地市级职业病危害因素

防制规范第一稿。

1.3.3　卫生部组织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研究核心专家

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代表性的专家进行咨询和论证 , 反复

修改。

1.3.4　卫生部组织全国部分地区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规范的

模拟运作。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规范初稿形成后 , 卫生部先后 4次

组织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研究核心专家以及先后 7次

组织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代表性专

家进行咨询和论证 , 历经拟订—完善—修订—论证—再完善

—再论证的多次反复 , 初步确定了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的主

要职责和基本任务分工。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确立的主要职能

(1)职业卫生基本资料的收集和利用 , (2)职业卫生档

案管理 , (3)职业卫生信息平台 ,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 , (5)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 (6)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7)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 (8)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 , (9)职业相关疾病监测 , (10)职业健康监护 ,

(11)职业病诊断与管理 , (12)职业病统计报告 , (13)职

业病患者劳动能力医学评定 , (14)职业病患者随访 , (15)

急性职业中毒的控制 , (16)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业务技术

指导。

2.3　确立规范的统一要求

2.3.1　结构要求　规范的第一部分要对职业病防治工作作简

要描述 , 如给出职业病危害定义 , 为什么要开展职业病防治

工作 , 如何开展职业危害因素的预防工作等。同时要指明职

业病危害因素预防控制工作和任务的逻辑关系 (见图 1);规

范的第二部分是正文 , 即各主要职责的内容撰写。

2.3.2　格式要求　每个职责必须详述 8个方面内容 , 包括:

(1)目标 , (2)职责和基本任务 , (3)内容和方法 , (4)工

作流程和步骤 , (5)技术文书 , (6)过程控制 , (7)工作频

率 、 数量 , (8)工作考核与评价。

2.4　规范模拟运作

2.4.1　针对专家初步确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项目职责和

基本任务 , 卫生部组织全国 10省 94个市级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防制机构进行论证。同时使用初步确定的项目职责与任务

分工在 5省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规范的模拟运作 , 广泛

收集机构对此的修改和完善意见与建议 , 在此基础上再修改

和再完善。

2.4.2　2005年 7 ～ 12月是规范模拟运作期限 , 主要工作是

根据模拟运作方案 , 认真记录与规范有关的所有工作 , 工作

日志采用原始表格记录和电脑记录两种方法。为了确保规范

模拟运作成功 ,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规范化建设研究课题

组专家多次赴试点单位督察规范试点工作 , 听取了合理化建

议并进行实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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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2005年 11月卫生部在沈阳召开规范模拟运作阶段小

结会议 , 以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 在基层运行的

认同性作一专题汇报 。根据各项指标在全国 11个省的 180多

个地区调查 (含试点和非试点地区), 认同率平均超过 96%。

图 1　职业病危害因素预防控制工作和任务逻辑关系

3　讨论

3.1　新形势下 , 地市级疾控机构职业病防治到底应具有哪些

职责是防疫机构改革后的一大困惑。 改革开放以来 , 防疫机

构的政府投入一直相对不足 , 导致大多数疾控机构偏重有偿

服务 , 并逐渐疏远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然而疾

控机构是公益性事业单位 , 理应为政府承担社会公共卫生服

务。新规范必须充分体现其职责。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解决

三个问题 , 一是彻底打破固定思维 , 建立公共服务新理念;

二是确立与时俱进的职业病防治职责;三是科学地解决公共

卫生服务的人财物保障。这是我们起草规范的总体思路。虽

　

然由政府提供的财政保障目前仍然不足 , 但是疾病控制是公

益性事业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

3.2　起草 《职业病危害因素防制工作规范 》 时 , 起点较高 ,

不仅考虑了国内现状和发展趋势 , 而且考虑了 WTO等国际惯

例要求。所以有些内容目前尚无政策依据 , 需要国家有关部

门出台政策予以支持 。规范所建立的理念 , 还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 , 统一思想 , 要正确对待公共卫生服务与准公共卫生服

务 , 保障规范如实履行 , 真正体现职业卫生是政府为广大群

众提供的公共服务。

　　收稿日期:20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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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尘肺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率的教学管理方法研究
徐茗 , 俞文兰 , 李彦琴 , 黄海潮 , 谢晓霜 , 余晨 , 齐放 , 周安寿 , 李德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 北京　100050)

　　根据卫生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

的通知》 (卫法监发 [ 2003] 350号)的精神 , 各级尘肺病诊

断医师必须经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培训和考试 , 考试成绩合格

后方可申请尘肺病诊断医师的资格。本单位从 2004年 4月份

开始举办全国尘肺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班 , 至今已累计举办

11期培训班 , 2004 ～ 2005年举办了 9期培训班 , 整体培训合

格率为 67.39%, 在不改变培训讲授内容 、 课时安排 、 授课老

师的条件下 , 培训组织者改进了教学组织管理方法 , 采用控

制辅导小组人数 、 对学员进行有效疏导等措施 , 将培训合格

率提高到了 80%以上 , 现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 2004 ～ 2005年举办的 9期尘肺培训班设为对照。对照

组在读片辅导过程中 , 进行分组辅导 , 各辅导组人数范围

20 ～ 30人 , 平均 27人 /组。读片辅导时 , 以辅导老师为主组

织教学 , 会务组织者不进行干预。

培训 1班 , 培训时间 2006年 4月 , 在读片辅导过程中 ,

随机将学员分组 16 ～ 17人 /组 , 采用与对照组相同的教学组

织管理方法。培训 2班 , 培训时间 2007年 1月 , 在读片辅导

过程中 , 随机将学员分组 , 每组最多 25人 , 不足 25人时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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