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要进行岗前 、 在岗及离岗健康体检的分别为 58.82%、

73.53%及 50%, 50%不知道自己享有职业卫生保护权利 , 说

明劳动者对 《职业病防治法》 知识认识不足 , 无法很好的保

护自身的权益。普及 《职业病防治法》 及相关法规 , 使劳动

者能知法 、 懂法 , 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及相关权益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3.2　加强企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调查显示 , 通过专业培训获得职业卫生知识的工人仅

9.93%, 说明企业在职业卫生知识方面的培训工作做得很不

到位 ,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要强化企业对

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 加强

上岗前健康体检 , 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 , 做到防患于未然;

定期进行在岗职业健康体检 , 早期发现 、 早期诊断 、 早期治

疗 , 将劳动者的身体伤害降到最低;依法做好离岗时健康体

检并将体检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 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

益。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与劳动者的健康关系到企业的发

展和利益 , 通过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 , 提高劳动者

的健康保护意识 , 双管齐下 , 把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纳入良

性轨道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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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舟山市船舶修造企业由小到大 , 由弱到强 ,

由小打小闹到能够制造和修理几千吨级 、 几万吨级甚至十几

万吨级的集装箱货船和大型客船 , 从制造修理国内船只到为

外国船只制造修理 , 从而成为国内最大船舶修造企业基地之

一。为了解舟山市船舶修造企业职业卫生现状 , 于 2008年 3

月至 6月进行了调查 , 为防治职业病危害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舟山市范围内从事各类船舶制造 、 修理的企业。

1.2　方法

统一制订舟山市船舶修造企业职业危害基本情况调查表 ,

由各县 、 区卫生监督所具体负责各自辖区范围内的调查工作。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船舶修造企业作为舟山的支柱产业 , 近年来发展速度迅

猛 , 我市现有不同规模的船舶修造企业 125家 , 投资几十亿

的船舶修造企业就有十余家。船舶修造企业职业危害因素种

类繁多 , 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电焊 、 喷砂 、 喷漆 、 清洗 、 工

业探伤等作业。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主要为电焊烟尘 、 氮氧

化物 、 金属粉尘 、 三苯 、 噪声 、 紫外辐射 、 X射线等 , 职业

危害基本涵盖了粉尘 、 物理因素 、 化学因素 、 放射性物质等。

据不完全统计 , 截至 2008年 6月 , 本市共有各种有毒有

害企业 328家 , 职工总数为 95 515人 , 接触生产性有害因素的

有 47 454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 125家 , 占全市各有毒有害企

业总数的 38.1%;职工总数为 50 763人 , 占全市企业职工总

数的 53.15%;接触各种有毒有害因素工人为 43 020人 , 占全

市接触各种有毒有害因素工人的 90.66%, 占船舶修造企业职

工总数的 82%。船舶修造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 , 在进行

船舶修理和制造的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 作业场所工

作环境恶劣且技术性比较强 , 所以船舶修造企业普遍存在只

用少量的管理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 , 而大量的工程以及产生

有毒有害的作业往往采用外包的形式承包给有资质的外包劳

务服务公司 , 一个船舶修造企业同时联系着十几家甚至几十

家外包公司 , 再由外包公司组织外来人员进行作业。一家外

包公司同时也联系着几家船舶修造企业 , 外包公司按照船舶

修造企业的用工情况及时调整人员数量 , 劳动者的流动性往

往比较大。外包公司企业法人法律观念欠缺 , 职业卫生防护

意识淡薄 , 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 对职业病防治经费的投入

不足;劳动者在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

甚少 , 而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较差。

2.2　工人健康监护情况

2007年 ,全市船舶修造企业接触各种有毒有害因素工人为

43 020人 , 共体检 4 495人 , 受检率仅为 10.45%。据统计 , 舟山

现有船舶修造企业外包工 40 985人 , 占接触各种有毒有害因素

工人总数的 95.27%,实际体检 3 666人 ,体检率仅为 8.94%。

体检率低的主要原因 , 一是外包工体检工作不落实;二

是职业卫生体检资质医疗单位少 , 全市仅有市疾控中心一家

单位取得体检资质;三是企业领导对职业卫生体检工作不重

·378·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 10月第 22卷第 5期　　ChineseJIndMed　Oct2009, Vol. 22 No.5　　



视 、 不配合 、 不落实。

2.3　监测情况

除少数船舶修造企业委托本市唯一一家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进行零星的有毒有害物质检测外 , 都没有按规定建立

自我检测系统和检测制度。

2.4　存在问题

2.4.1　预防性卫生监督和职业病危害项目预评价和控制效果

评价工作尚未列入政府规定的审查程序　截至 2008年 11月 ,

预防性卫生监督和职业病危害项目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工

作尚未列入政府规定的审查程序。我市没有一家船舶修造企

业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 , 导致作业场所布局不合理 , 未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 , 有

毒作业和无毒作业场所未分开等。新建 、 扩建 、 改建建设项

目和技术引进项目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企业 , 发生职业

病的隐患始终存在。

2.4.2　职业病危害未引起用人单位足够的重视 , 劳动者健康

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目前只有少数大型国有船舶修造企业有

专职人员负责职业卫生工作 , 对从事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的

工人开展了上岗前 、 在岗期间的职业性健康体检外 , 绝大多

数船舶修造企业基本未开展劳动者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

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船舶修造企业与外包公司之间相互

推诿责任 , 使得职业病防治工作与职业健康检查得不到有效

落实 , 一旦有职业病发生 , 劳动者健康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船舶修造企业外包公司和劳动者大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

普遍对职业病缺乏足够的认识 , 企业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应

承担的责任不清 ,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对职业危害因素缺乏

了解 , 得不到应享有的权利。目前尚无一家企业制订预防急

性职业中毒处置的应急预案和措施。 如果作业工人长期在恶

劣的环境下工作 , 极易引起职业病的发生。一旦发生急性职

业中毒 , 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救治 , 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得不到

有效保障。

2.4.3　职业卫生监督力量不足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服务

能力不能满足需求　2007年舟山市临港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比重为 66.9%, 其中船舶修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30.0%, 船舶工业成为比重最高 、 增长最快的行业。但舟山

市卫生监督机构目前没有设立职业卫生专门科室 , 仅有 1名

人员从事职业卫生监督工作 , 兼职的监督员仅为 4名 , 无法

适应日益繁重的职业卫生监督工作的开展。目前舟山市有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仅为 1家 , 有职业健康体检资质

的 2家 , 有职业健康体检与诊断资质的 1家 , 远远满足不了

当前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性危害因素检测工作需要。

3　防治对策

3.1　加大职业病防治宣传力度 , 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要提高企业法人代表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 特别是船舶

修造企业外包工的法律意识 , 通过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

培训 、 座谈 , 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相关

法律法规 , 进一步提高企业法人的自觉守法意识 , 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的理念。

3.2　将预防性卫生监督和职业病危害项目预评价和控制效果

评价工作纳入政府规定的审查程序

加强新 、 改 、 扩建职业病危害企业的预防性卫生监督工

作 , 是从源头上消除和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关键 , 是职业病防

治工作最有效 、 最经济的措施 , 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首要环

节 , 卫生部门应积极做好政府的参谋 , 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商 ,

尽快将企业的新 、 改 、 扩建设项目纳入政府行政审核范围。

3.3　加强对船舶修造企业的监督指导

卫生监督部门要加强对职业病危害企业的监督指导工作 ,

特别是船舶修造企业 , 要主动改变工作方式 , 针对企业在职

业病防治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 提出指导性意见 , 帮助企业

整改 , 对不积极主动配合 、 不采取整改措施的企业必须实施

行政处罚 , 并建立起有效的船舶修造业职业卫生监管模式 ,

为企业的长远发展 , 为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履行卫生监督职责。

3.4　加强卫生监督队伍建设 , 提高突发职业卫生事件的处置

能力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队伍建设 , 建立一支有一定数量的适

应我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卫生监督队伍 , 不断提高职

业卫生监督队伍的素质和技术水平 , 要有应对突发性职业危

害事件的应急处置队伍。

3.5　健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体系

应加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和职业健康体检机构建设 ,

每个县区至少有一个职业健康体检医疗机构和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 ,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职业卫生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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