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推行问责制度 , 强化责任意识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 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强

化企业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责任主体地位 , 建立企业一把手

和经营业主问责制度 , 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后果承担

直接责任 , 除单位承担经济处罚外 , 对一把手实行一票否决

或刑事责任追究 , 强化企业一把手和经营业主的责任意识 ,

督促其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和必

要的劳动保障措施 , 加强职工职业健康监护。

5.3　加强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 , 提高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

一是加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宣传 , 让劳动者在作业现场

注重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防护;二是加强职业病危害

的宣传 , 使劳动者认识到职业病危害的严重后果 , 增强劳动

者工作过程中自我保护的自觉性;三是加强职业病危害预防

措施的宣传 , 教会劳动者在作业过程中如何进行预防和自我

保护 , 增强劳动者自我防护的主动性。四是加强 《职业病防

治法》 及其相关法律的宣传 , 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 让劳

动者懂法 、 守法 、 学会用法 , 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用法律来维

护自己劳动中所享受的健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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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作为正式国家标准 , 它的颁布

实施 , 不仅明确了职业健康检查的目标疾病为职业禁忌证和

职业病 , 使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更为明确 , 还对需要监护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调整并确定了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

则 , 使技术服务机构在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时 , 有据可依 , 对

规范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 保护劳动者健康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石家庄市是以纺织 、 电力 、 化工制药 、 机械 、 电子等

行业为主的轻工业城市 , 市区内接触粉尘 、 噪声 、 化学性危

害因素职工有 3万人左右 ,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实施以

来我单位已体检接害职工 1.5万余人 , 在体检过程中 , 发现

了一些问题 , 现概述如下。

1　问题

1.1　有些对人体有明确毒性作用的化学物质 , 未列入职业健

康监护范围

三氯甲烷 (氯仿)、 三氯乙烷 、 四氯乙烯及乙醇 、 氯乙醇

等化学物质均为明确的肝脏毒物 [ 1] , 氯仿还是肾脏毒物 [ 2] ,

乙醇 、 氯乙醇为影响脑组织代谢和抑制酶活性的毒物 [ 3] , 但

均不包含在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57种 (类)化学物

中 , 没有职业健康监护的目标疾病和体检项目。

某些成分复杂的化学复合物 , 如印刷用的油墨 、 铺路用

的沥青 、 喷涂用的树脂类物质等 , 用人单位也搞不清具体化

学成分 , 过去接触这些物质的劳动者一直被作为监护对象 ,

企业和职工均已接受每年做职业健康体检 , 新规范却未将其

列入健康监护范围。

1.2　有些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目标疾病 , 不能完全涵盖该因素

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1.2.1　汽油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中规定汽油从业

人员的职业禁忌证为过敏性皮肤疾病和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 ,

血液系统的疾病未列入其中。但我们在对石家庄市某公司接

触汽油的 1 314名加油工体检时发现约有 11%的人员血常规结

果低于正常水平 , 分析其原因 , 可能是由于汽油添加剂中含

有苯 、 芳烃类有害物质。文献资料对汽油中含有苯也多有

报道。

1.2.2　噪声　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将Ⅱ期 (级)和Ⅲ期

(级)高血压确定为了职业禁忌证 , 而在岗期间未列为职业禁

忌证 , 前后不一致;在岗期间检查出的Ⅱ期 (级)和Ⅲ期 (级)

高血压是否还可以继续从事该项工作没有明确表述 , 导致监督

部门执法时的操作难度较大。另外在体检过程中发现, 长时间

在噪声强度 80dB以上 85 dB以下的环境作业 , 也有发生听力

受损 、 减退甚至耳聋的 , 而职业性耳聋必须是暴露在 85 dB环

境下作业的人员 , 导致了这部分人无法诊断为职业病。

1.2.3　三硝基甲苯　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将慢性肝炎 、 晶

体混浊白内障 、 贫血确定为职业禁忌证 , 在岗期间只把贫血

确定为职业禁忌 , 检出其他两项异常既不能确定为职业禁忌

证又不能定为疑似职业病 , 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依据。

1.3　有些检查项目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临床工作和体检机构

的实际情况 , 不仅不能全面反映脏器功能的损害 , 还给体检

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肝功能常规检测项目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总

胆红素 (TBIL)、 总蛋白 (TP)、 白 /球蛋白比值 (A/G)[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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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项指标可以基本反映肝脏细胞受损与否及损伤程度 、

肝脏的分泌和排泄功能以及肝细胞的合成代谢功能。 《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 中把反映肝脏损害 (肝功能)的指标确定

为血清 ALT, 血清 ALT的检测是很多职业危害因素上岗前的

必检项目。笔者认为 , 只检测血清 ALT既不能全面反映肝脏

的受损程度 , 而且 ALT增高 1项结果也不能确定就是肝脏损

害 , 同时也给体检机构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 目前体检机构

均用较为先进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来取代手工操作 , 做的项

目少不仅不能节省成本 , 反而因资源闲置或不能充分利用使

体检的成本相对增加 , 不利于体检机构的业务发展。

另外 , 一些临床上很少开展的项目如血清葡萄糖 -6-磷酸

脱氢酶的检测和尿 β2-微球蛋白的测定 , 因成本昂贵基层单位

开展难度较大 , 列为必检项目不太切合实际。

1.4　体检周期太复杂 , 不利于对用人单位进行连续性的监

护 , 增加了卫生监督工作难度

为做好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 , 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用人

单位 , 也为了配合卫生监督部门做好职业卫生监督 , 我们最

近把 2008年在我单位体检的接害人员与往年作了对比。结果

发现 , 体检人员差别非常大。 比如某热电厂 , 2006、 2007、

2008年接触煤尘作业的体检人数都是 100人左右 , 2006年与

2008年煤尘作业体检名单对比 , 发现名字相同的还不到 30

人。新规范在确定体检周期时还充分考虑作业环境浓度是否

达标这一因素 , 对符合国家标准的周期适当延长 , 有的规定 1

年 , 有的 2年 , 有的 3年 , 我们也认为从理论上是可行的 ,

但是具体工作中规定太细 , 在目前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不

到位 、 企业法律意识差 、 职工自我保护知识缺乏 、 监督机构

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 , 只会人为地给企业提供逃避责任的可

能 , 给监督机构执法造成了不便。

2　建议

2.1　为体现国家标准的严肃与公正性 , 我们还是希望 《职业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作为唯一的国家标准来执行。因此我们

建议在修订时 , 可参照职业病诊断标准模式。 每一种 (类)

职业病危害因素可制定总则 , 确定这一类化学物质的目标疾

病与检查内容。总则后可增加资料性附录或规范性附录 , 对

能够参照此标准进行监护的化学物可分类列举 , 这样执行起

来会更方便 , 操作性更强。

2.2　调整某些危害因素的目标疾病内容 , 使其尽可能涵盖所

造成的危害。 如噪声作业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中增加 Ⅱ期

(级)和Ⅲ期 (级)高血压 、 器质性心脏病 , 把血细胞异常

列入汽油作业的职业禁忌证中 , 把除外职业因素所致的各种

慢性肝炎 、 晶体混浊白内障也列入三硝基甲苯在岗期间的职

业禁忌证中。

2.3　确定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中的职业健康检查内

容时 , 应考虑目前大部分疾控和职防机构已经投入较大资金

购买了比较现代化的体检设备 , 可开展的项目已大幅度增加 ,

体检能力也明显增强等实际情况 , 尽可能地将相应项目列入

体检内容而不必分必检和选检。

2.4　统筹考虑卫生监督部门的操作性问题 , 减少职业卫生监

督执法在技术上的难度 , 比如将体检周期定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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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86页)除出现农药色谱峰外 , 也会出现杂峰 , 必须

同时做相应的空白样品对照和当地农药参比对照 , 以排除样

品组分杂质和农药工业生产中杂质的干扰。检测有机磷农药

的检测器较多 , 可选用火焰光度检测器 (FPD)、 氮磷检测器

(NPD)、 电子捕获检测器 (ECD)和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FI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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