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挑战 , 要保障每一位流动女工享有职业卫生服务 , 保护女

职工的身心健康和生殖健康 , 需要政府 、 企业 、 公共卫生部

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5] 。

4.1　营造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 , 使流动女性有一个相对稳定

的工作岗位 , 减少频繁流动带来的压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

产工艺 , 为女职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空间和操作平台;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 , 避免超时超负荷劳动;加强劳动防护 , 减少职

业病及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生。

4.2　加强政府的监管 , 落实国家有关女工保护的政策 、 规

定 , 避免女工从事存在严重职业危害以及职业禁忌的作业;

对于在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行业与岗位工作的女工 , 要重点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 动态观察她们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 、 健

康损害 , 以预防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

4.3　改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 , 在公平劳动的基础上 , 有重

点地保护流动女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劳动健康。

4.4　大力开展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 提高女工自我保护意识与

技能 , 主动保护自身的健康;针对不同的行业和岗位 , 开展

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 , 降低工作过程中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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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中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控制
叶炳杰 , 林文敏 , 林嗣豪

YEBing-jie, LINWen-min, LINSi-hao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 ,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结合工作实际 , 对目前开展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

中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进行思考 , 提出见解 。目前 , 职业卫

生调查在内容 、 人员结构 、 时机 、 检测方法等方面均有待规

范和完善 , 提高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对增强职业病危害评价

的客观性颇为重要。

关键词: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卫生调查;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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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是由具有资质的评价机构对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危害程度 、 健康影响 、

防护措施及其效果等进行预测性卫生学评价 (预评)和综合

性卫生学评价 (控评), 职业卫生调查是评价工作的必要环节

和重要手段 , 现结合工作实践 , 对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控制

工作谈几点见解。

1　调查内容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和技术导则对职业病危害

评价的类比调查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现场调查 、 现

场检测 、 体检等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些调查基本上属于

职业卫生调查的范畴 。为阐述方便 , 将调查内容梳理如下。

1.1　职业病危害因素

通过工程分析 、 类比或现场调查 , 结合实践经验识别或

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 性质;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时空分布;检测劳动者的接触水平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

查是最基本的内容 , 从质量控制而言 , 凡经筛选确定作为评

价因子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一定要了解其时空分布并检测其接

触水平。但在现实中 , 往往存在识别或确定了职业病危害因

素并将其作为评价因子后便无下文的现象 , 其评价结论的可

信性可想而知。

1.2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对拟或已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的调查是职业卫生

调查的重要内容。防护措施即防护对策 , 包括了硬件的设施

和软件的措施 , 涵盖了选址 、 工艺 、 布局 、 建筑卫生学 、 卫

生工程技术 、 个人防护 、 辅助用室 、 应急救援 、 管理等九个

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应是评价的主要内容 [ 1] 。但在现实

中 , 有的评价机构往往只注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调查 , 而疏

忽了其他内容 , 尤其是对工艺 、 建筑卫生学 、 卫生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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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等内容的缺失 , 致使形成的报告肤浅而不深入 , 结论不

客观。因此 , 在质量控制上应注重内容的全面。

1.3　气象资料

气象资料如风频 、 风向 、 夏季 (冬季)室外通风设计计

算温度等是我们在评价过程中必须使用的。如选址 、 布局等

的评价缺乏这些资料时 , 则无法获取正确的结论 [ 2] 。

1.4　工艺及设备的先进性

为了进行客观评价 , 我们在这方面要把握以下两点:一

是拟或所采取的生产工艺及设备不在国家公布的应该淘汰的

落后生产能力 、 工艺和产品的目录中 [ 3];二是拟或所采取的

生产工艺及设备也不应在国家将要淘汰或不再新上的工艺和

设备的名单中 [ 4] 。以免因工作疏忽造成国家低水平的重复建

设或留下职业危害的隐患。

1.5　绿化

绿化在防止污染 、 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起着滞留粉尘 、

降低噪声 、 吸收有害气体 、 调节微小气候的特殊作用。在评

价总平面布局时 , 必须了解绿化面积及其系数 , 有的规范已

对这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 5, 6] , 不应遗漏。

1.6　工种 /岗位分布情况

调查建设项目作业人员的工种 /岗位分布情况是进行职业

卫生调查的基础。籍以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 , 确认其

是否属于 “有害作业工种” [ 7] , 并据此确定职业健康检查的

对象和内容。在质量控制上可通过向用人单位了解 、 查阅相

关资料和现场核实来实现。

1.7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对职业病危害预评和控评是至关重要的。

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预测 、 评估所调查的建设项目可能产生

的健康影响和职业病防护措施的效果 , 结合生产环境调查的

资料进行分析 , 及时发现健康损害征象 , 以便提出相应的预

防措施 , 预防 、 控制职业病的发生和发展。 在质量控制上首

先应核实承担体检和诊断的单位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 , 其次

应了解体检对象的工种 /岗位是否具有针对性 , 体检的内容 、

周期是否符合规范 [ 8];对体检结果的处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

体检率则以≥70%为好。

1.8　劳动者的工作日写实和体力劳动强度

为了使检测到的数据能如实地反映劳动者职业危害的暴

露水平 , 对劳动者进行详细的工作日写实和体力劳动强度等

级的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如进行高温作业的评价 , 需要了解

劳动者的 “接触时间率” 和 “体力劳动强度等级” 之后才能

套用相关的卫生标准 [ 9];又如进行个体或定点检测计算 TWA

时 , 也都需要以工作日写实为基础来决定采样的数量 、 时机 ,

并进行计算 [ 10 , 11] 。

1.9　建议 (意见)的落实情况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时需要调查建设单位对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书所提建议的落实情况 、 严重职业

病危害的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 、

初步设计中有关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这项内容在实

际工作中易被忽略 , 但对保证控评的质量却很重要。

2　人员结构

从调查内容可以看出 , 职业卫生调查的专业性 、 技术性

很强 , 单靠职业卫生的专业技术人员有可能使调查的结果肤

浅而不深入 , 如对建筑卫生学 、 卫生工程防护措施等方面的

评价有可能不到位。为了保证评价的质量 , 参加职业卫生调

查的人员应由职业卫生 、 卫生检测 、 项目评价 、 质量控制 、

卫生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 12 , 13] 。

3　调查时机

类比或现场调查都是针对已建成能够正常生产的建设项

目。预评和控评的完成时限分别为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阶

段和试运行 12个月内的竣工验收前 [ 14] 。 在技术上 , 除了要

求建设项目按设计满负荷生产外 , 还要满足 “尽可能采集到

待测物质比较稳定的最高水平” 的时机要求 [ 15] , 对于高温的

检测则应选在符合规定的时间进行 [ 16] 。

4　检测方法的规范性

规范的检测方法是获得真实可靠数据和客观评价的保证。

在现实中不规范的表现主要有:(1)使用已废止的方法 , 如

随着新 《职业接触限值》 的颁布实施 [ 9 , 17] , 粉尘 、 毒物 、 物

理因素等新检测方法也相继出台 [ 18 ～ 20] , 我们应密切关注 、 及

时更新。 (2)弃繁就简 , 如规定 “应尽量测定呼吸性粉尘的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进行评价” [ 10] , 而事实上大多数基层单位

主要以测定总尘的短时间接触浓度进行评价。 (3)理解的差

异 , 新 《职业接触限值》 的 “超限倍数” 是用于该检测点

“符合8 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情况下” 的评价 [ 17] , 不能

只测定 STEL而套用该物质的超限倍数进行评价;又如 “ 8 h”

这个时间权数 , 是用来计算 8 hTWA浓度的 , 不管 1个工班

的时间多少 , 都是按 “ 8 h” 来计算。理解差异所致结论将大

不相同 , 应加以统一 、 规范。

5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应该贯穿职业卫生调查的整个过程 , 主要对可

能影响工作质量的诸因素 (包括方案 、 方法 、 过程和条件)

进行有效的控制 , 而建立健全职业卫生调查的质量体系 , 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 、 工作程序 、 工作规范和技术考核标准 , 落

实岗位责任制则是保证质量的根本措施 [ 1] 。

接受职业卫生调查任务后 , 建设项目评价人员应在熟悉 、

掌握各有关法规 、 标准和技术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调查的实际

和内容制定各调查项目的方案 , 设计调查表格 , 进行调查方

案 、 表格的评审 、 修定并编制质量控制程序图。调查时要严

格按方案进行 , 遵循质量控制程序 , 抓住每一个细节 、 把握

好每一个环节 , 重要的或可疑的可多次反复进行。实验室应

做好内外部质量控制。获取的资料和数据一定要认真进行核

实 , 去伪存真 , 排除混杂和偏倚因素的影响 , 在确保其完整

性与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整理 、 统计分析 、 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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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俊礼 , 李娜 , 申秀琴 , 高怀伟 , 刘庆表 , 郑桂芳 , 王琨

HEJu-li, LINa, SHENXiu-qiu, GAOHuai-wei, LIUQing-biao, ZHENGGui-fang, WANGKun

(陕西省卫生监督所 ,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采用现场检查记录表 , 对全省 49家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记录。结果显示 , 职业健康监护

资料的规范性不容乐观 , 其中包括职业健康检查表填写不完

整 (16.33%)、 检查结论不严谨 (71.43%)、 职业健康检查

报告不全面 (26.53%)、 疑似职业病未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和

告知劳动者本人 (40.82%)、 职业禁忌 证无调离建议

(44.90%)等。此外 ,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数量少 、 分布不均

等也是制约我省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全面覆盖 、 规范开展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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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以下简称体检机构)是贯彻落实

《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 保护劳动者健

康权益的重要的技术服务机构 。为了加强对体检机构的管理 ,

规范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 我们对全省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

的 49家体检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 , 对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经陕西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在准许范围内从事职业健

康检查工作的 49家医疗卫生机构 , 其中疾控中心 15家 、 社

会综合性医院 16家 、 行业或企业所属医院 18家。

1.2　方法

按照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检查记录表 , 由 2名以上

职业卫生监督员现场填写 , 记录表内容包括被检查机构的基

本情况 , 人员 、 仪器设备情况 , 开展工作情况及违法情节等 5

个方面。本文重点对职业健康检查表 (以下简称体检表)填

写的完整性 、 个体检查结论 (以下简称体检结论)的严谨性 、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 (以下简称体检报告)的全面性 、 疑似

职业病告知程序 、 职业禁忌证的报告及建议程序等职业健康

监护资料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体检机构的来源与分布等进行

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体检机构的来源及分布

我省现有体检机构中 ,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5家 (市级疾

控 10家 、 区县级 5家), 社会综合性医院 16家 (市级 12家 、

县级 4家), 行业或企业所属医院 18家。在我省 10个设区市

的管辖区域 , 体检机构分布最多的有 10家 , 最少的只有 1

家 , 平均每个设区市管辖区约有 5家 , 有 70.09% (75/107)

的区县辖区内没有体检机构。

2.2　健康监护资料中存在的问题

检查发现 , 有 16.33%的体检机构体检表填写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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