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的农民。农民工流动性大 , 自我保护知识与意识严重缺失 ,

成为我市铅行业的主要危害群体。加强对农民工健康教育和

职业健康监护是降低职业性铅中毒发病的有效技术措施。

3.4　村 、 乡 、 县等基层的个体诊所或综合医疗机构首诊率较

高 、 确诊时间长 , 体现了危害群体的知识缺乏 , 同时也反映

出非专业医疗机构和人员的专业知识及经验不足。因此加强

对综合医疗机构和基层 、 社区医生的职业病防治专业知识培

训 , 可以及时诊断 、 治疗 , 减少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3.5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职业性铅中毒

的一些典型症状 (如铅线)已很少见 , 而消化系统的症状出

现较多 , 也较容易引起患者的注意和重视。职业病防治专业

机构要注意这些变化 , 并在健康教育和知识培训中作为宣传

点进行宣传与培训。

3.6　在职业性铅中毒中急性中毒较少见 , 慢性中毒是我们关

注的重点。在慢性中毒中以轻度和中度的比例较高。日常工作

时发现一些企业医疗人员对一些有症状的人员进行不正规的临

床驱铅治疗, 导致体检未能及时发现或中毒程度变低。加强对

铅行业管理者的法律宣传和监管 , 也是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

3.7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日常工作进行统计和分

析 , 并与职业卫生监督机构进行沟通 , 形成连动 , 是做好职

业性铅中毒防治工作的重要 、 有效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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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普查和抽查相结合方法 , 调查了四川省 、 地市

州级和包括核设施所在区县的放射防护机构和医院人员。结果

显示 , 全省 535人的医学救援队伍中 , 放射防护机构占 200人 ,

医院占 335人 , 人员地区分布不均, 一些核设施地区无救援人

员。人员年龄 、 性别构成合理 , 但学历 、 职称构成偏低;放射

防护机构人员主要从事现场监测 、 健康监护 、 个人剂量监测和

核应急管理, 只有 1.7%的人员从事核素分析;65%的医院救

援人员从事放射损伤诊断和治疗 , 33%从事核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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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救援队伍是救援行动的主要实施者 , 其人员组成 、

分布及技术水平将直接影响救援行动的质量 , 决定着医学救

援的最终结果。根据国家制定的核应急工作方针及政策 , 卫

生部门主要负责核与放射事故的医学应急救援 [ 1 , 2] 。为加强医

学救援队伍建设 , 我们配合卫生部核应急办公室在全省开展

了核与放射事故应急医学救援人员现况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将调查人员按其救援职责分为两类 , 一类是来自各级卫

生执法监督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承担着放射卫生监督 、

监测任务的放射防护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一类是来自医院 ,

专门从事放射损伤病人的诊断治疗和核应急管理的人员。

1.2　方法

发放调查表普查省 、 地市州级和核设施所在区县的放射

防护机构和医院 (包括相应级别的行业医院)人员。 对 3个

市州 9个区县的放射防护机构和医院的人员进行抽查。

调查内容包括救援人员的地区和单位分布;救援人员的

基本情况:年龄 、 性别 、 最高学位 、 技术职称;目前从事工

作:对放射防护机构人员主要调查从事现场检测 、 核素分析 、

个人剂量监测 、 健康监护和核应急管理五类工作 , 对医院人

员主要调查从事放射病诊断治疗和核应急管理两类工作 , 有

的人员可兼多项工作;省 、 市 、 县放射防护机构人员的学历 、

职称。

2　结果

收回调查表 183份 , 共调查了 69所放射防护机构 , 114

家综合医院 , 调查范围覆盖了全省 21个地市州和包括核设施

所在的 15个县。

2.1　救援人员的地区和单位分布

2.1.1　救援人员的地区分布 (见表 1)

表 1　救援人员的地区分布情况 人

单位类型
核设施地区

省市 县

非核设施地区

市 县
合计

疾控中心 44 15 57 18 134

卫生监督 19 1 38 8 66

医院　　 126 0 209 0 335

2.1.2　救援人员在所调查地区单位中的分布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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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救援人员所在单位的分布情况 人

人员

配置

核设施地区

疾控中心

省市 县

卫生监督

省市 县

医　院

省市 县

非核设施地区

疾控中心

省市 县

卫生监督

省市 县

医　院

省市 县

有救援

人员
6 5 6 1 11 0 16 6 14 4 28 0

无救援

人员
0 1 0 3 26 7 0 3 2 2 22 20

2.2　救援人员的基本情况

2.2.1　救援人员的年龄　平均年龄 (43.2±6.7)岁 , 男∶

女 =2.39∶1, 其年龄构成见表 3。

表 3　救援人员的年龄构成

单位类型
20 ～ 29岁

人数 构成比

30 ～ 39岁

人数 构成比

40 ～ 49岁

人数 构成比

50 ～岁

人数 构成比

疾控中心 12 8.96% 43 32.09% 55 41.04% 24 17.91%

卫生监督 7 10.61% 28 42.42% 22 33.33% 9 13.64%

医院　　 13 3.88% 68 20.30% 154 45.97% 100 29.85%

2.2.2　救援人员学历构成情况 (见表 4)

表 4　救援人员的学历构成

单位类型
硕士

人数 构成比

学士

人数 构成比

其他

人数 构成比

病控中心 2 1.49% 38 28.36% 94 70.15%

卫生监督 0 0 18 27.27% 48 72.73%

医院　　 52 15.52% 172 51.34% 111 33.13%

2.2.3　救援人员技术职称构成 (见表 5)

表 5　救援人员的职称构成

单位类型
高级

人数 构成比

中级

人数 构成比

初级

人数 构成比

其他

人数 构成比

疾控中心 28 20.89% 60 44.78% 40 29.85% 6 4.48%

卫生监督 3 4.55% 27 40.91% 28 42.42% 8 12.12%

医院　　 225 67.16% 83 24.78% 25 7.46% 2 0.60%

2.3　救援人员目前从事工作

从事工作构成比从大至小依次排列 , 疾控中心人员现场

监测占 43.22%、 健康监护占 28.81%、 核 应急管理占

17.80%、 个人剂量监测占 8.47%、 核素分析占 1.69%;卫生

监督人员核应急管理占 76.71%、 健康监护占 17.81%、 现场

监测占 5.18%, 无人从事个人剂量监测和核素分析;医院人

员放射损伤诊断治疗占 65%、 核应急管理占 33%、 诊断治疗

及应急管理占 2%。

2.4　省 、 市 、 县放射防护机构人员构成情况

2.4.1　省 、 市 、 县放射防护机构人员学历 (见表 6)

表 6　省 、 市 、 县放射防护机构人员学历 人

硕士 学士 大专 中专 其他

省级 1 7 1 7 3

市级 1 46 33 29 30

县级 0 3 6 17 16

　　注:χ2 =25.82, P<0.01;省市级 χ2 =7.59, P>0.05

2.4.2　省 、 市 、 县放射防护机构人员职称 (见表 7)

表 7　省 、 市 、 县放射防护机构人员职称 人

高级 中级 初级 其他

省级 4 12 3 0

市级 25 53 52 9

县级 2 22 13 5

　　注:χ2 =12.70, 0.01<P<0.05;省市级 χ2 =10.75, 0.01<P<

0.05;市县级 χ2 =6.97, P>0.05

3　讨论

此次调查覆盖了全省 21个地市州级和 15个县级单位 ,

调查结果能真实反映四川省核与放射事故应急医学救援人员

的现况。

目前全省医学救援人员共有 535人 , 其中放射防护机构人

员有 200人 , 各级医院有 335人;核设施地区分布有 205人 ,

非核设施地区分布 330人。说明四川省目前有一支能承担核与

放射事故应急医学救援任务的队伍。但医学救援人员在各地分

布不均 , 一些核设施重点地区和区县还缺乏医学救援人员。

医学救援人员年龄及性别构成基本合理。但卫生监督和

疾控制中心人员学历和职称构成很不理想 , 无学历的人员占约

70%, 有学历的主要为学士(占 28%), 硕士很少 , 博士没有;

初 、中级职称人员占 80%。医院人员的学历构成好于前两类单

位 , 但无博士。经统计学分析 , 在学历比较中 ,省市级无差异 ,

但均高于县级;在职称比较中 , 市县级无差异 ,但均低于省级。

放射防护机构中疾控中心人员主要从事现场监测 、 健康

监护等技术工作 , 但从事个人剂量监测和核素分析的人员少;

卫生监督人员主要从事核应急管理 , 无人从事个人剂量监测

和核素分析;医院 2/3人员从事放射损伤诊断和治疗。说明

四川在核应急医学救援所需技术岗位上还存在人员配置不均 ,

某些岗位缺乏人才的问题。

核事故 、放射事故和核恐怖袭击等放射性突发事件作为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一种类型 , 其特点是发生突然 , 不可预测 , 针

对一定的人群 , 往往波及面广, 危害性大 ,除了直接造成人员伤

亡外 ,还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经济秩序混乱 ,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 [ 3] 。降低其危害的根本措施就是做好包括医学

应急救援在内的所有应急救援工作 , 一旦发生事故, 需要在事故

发生地 ,较短时间内组织一支装备精良、行动迅速 、训练有素 、技

术精湛的医学应急救援队伍 [ 3 ～ 5] 。四川是一个核工业生产和核

技术应用大省 , 除核电站之外 ,有各种类型的核设施和众多的放

射源 ,同时也是人口稠密的大省, 其面临的核与放射突发事件的

医学应急准备与响应任务非常艰巨。此次调查显示 , 四川省核

与放射事故应急医学救援队伍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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