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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肺病是我国最主要的职业病 , 不仅患病人数多 , 而且

严重损害劳动者劳动能力 , 影响劳动者的寿命 , 也是国家与

企业 、 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 (以下统称用人单位)赔偿

的主要职业病。尘肺病诊断技术性 、 政策性都很强。当前 ,

由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法律意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

申请职业病诊断的人数不断增多 , 但申请职业病诊断必须提

供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 , 许多劳动者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和 (或)劳动关系不清 , 根本无法提供有关资料 , 导致申请

无法进入受理程序 , 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不能满足 , 引发上访

事件不断 , 使矛盾激化。如何有效地解决劳动者职业病诊断

申请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 笔者总结我市近几年来受理尘肺

病诊断申请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 结合工作实践 , 从以下几

个方面予以探讨。

1　尘肺病诊断机构的选择

1.1　卫生部颁布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以下简

称 《办法》)第十条规定 , 劳动者可以选择用人单位所在地

或本人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 , 这是为方便和保

障劳动者患职业病后能得到及时诊断 , 避免劳动者返乡后因

经济条件限制不能返回原工作地进行诊断而做出的规定。但

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 个别在外地打工人员离开用人单位所在

地而回户籍所在地申请诊断 , 却不能向户籍所在地诊断机构

提供完整的相关材料 , 因此不得不两地往返收集材料 , 浪费

了人力 、 物力 , 增大了诊断工作的难度。对此 , 《办法》 规

定 , 居住地是指劳动者的经常居住地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

释 [ 1] , 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

上的地方。按该规定 , 劳动者如在打工返乡后一年内怀疑患

尘肺病只能回用人单位所在地申请诊断。这似乎违背了尘肺

病诊断 “及时 、 便民 ” 的原则。笔者认为 , 尘肺病诊断既要

方便劳动者 , 又要确保诊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对于诊断机

构的选择应以用人单位所在地和劳动者实际居住地为准。

1.2　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 , 如县 (区)行政区域内无

职业病诊断机构或职业病诊断机构无相应诊断项目资质的 ,

应向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内的职业病诊断机

构申请诊断 , 不得向无行政隶属关系的其他市级行政区内的

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诊断;如市级行政区域内没有职业病诊

断机构或职业病诊断机构无相应诊断项目资质的 , 可以选择

本省行政区域内取得 《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证书》 的医疗卫

生机构申请诊断。我市范围内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的具体

作法是 , 各县 、 市 、 区辖区内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 , 各辖区

内的劳动者申请尘肺病诊断时 , 由各县 、 市 、 区疾控中心负

责受理 , 受理后的资料交市疾控中心审核并集中进行诊断。

笔者认为 , 这样处理不仅符合尘肺病诊断 “及时 、 便民” 原

则 , 而且便于收集尘肺病诊断申请所需材料。各疾控中心又

能充分地掌握本辖区内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 以便

及时通知用人单位采取措施控制职业病危害。如用人单位所

在地和本人居住地有多家可供选择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 劳动

者有权选择其中任何一家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1.3　尘肺病的复查 , 原则上应当在原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

如劳动者居住地与原诊断机构相隔很远 , 劳动者身体健康状

况不佳。我们建议先让劳动者的家属与用人单位联系 , 征求

用人单位的意见 , 由用人单位与原诊断机构联系 , 嘱原诊断

机构提供既往诊断资料 , 劳动者就近到本人居住地诊断机构

进行复查 , 这样既方便了劳动者 , 又提高了诊断效率。

2　尘肺病诊断申请书

职业病诊断应当由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提出申请。我市的

职业病诊断申请书采用的是湖北省统一制做的申请表格 , 由

申请人按照相关要求填写 , 并承诺切实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

各项材料 , 若提供虚假材料 , 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次申

请的诊断事项 , 未经其他诊断机构诊断。最后本人签字 , 按

手印。如由代理人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的 , 应提交当事人委

托书 , 并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笔者认为 , 规范 、 统一的

职业病诊断申请表格 , 方便了劳动者的书面申请 , 并能及时

提供诊断所需材料 , 便于操作 。

3　申请尘肺病诊断所需资料

3.1　需提供的资料

《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 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 5个

方面的资料。从我市近几年来受理劳动者申请尘肺病诊断材

料发现 , 没有一家用人单位或劳动者能全面地提供这 5个方

面的资料 , 尤其是劳动者不能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

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 评价资料。说明我市大

部分用人单位没有认真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 ,

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要获取这些资料非常困难。 如何保护劳

动者的权益? 我市目前的作法是 , 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可靠的

生产性粉尘接触史 、 既往史 、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等资料 , 即

予以受理 、 诊断 , 这样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广大劳动者享有职

业健康的权利。

3.2　职业接触史

诊断尘肺病的根据或前提是 “确切可靠的生产性粉尘接

触史” 。 《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 用人单位和有关机构应当按

照诊断机构的要求 , 如实提供必要的资料。当用人单位不能

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资料时 , 卫生部文件规定 [ 2] , 职业病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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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断面平均风速为 5 m/s, 断面面积 0.157 m2 , 操作频率 3

次 /h, 操作时间 4 min/次 , 该风机间断送气量为 565.2 m3 /h。

侧面方形排风罩至操作口最大距离为 0.3 m, 罩口尺寸 0.6 m

×0.2 m, 罩口有边 , 控制点风速为 0.5 m/h。排风量 1 377

m3 /h。含有剧毒 、 高毒物质或难闻气味物质的局部排风系统 ,

或含有较高浓度的爆炸危险性物质的局部排风系统所排出的

气体 , 应排至建筑物外空气动力阴影区和正压区之外 [ 1] 。为

防止排出的污染物再次进入室内 , 排风管道出口位于空气动

力阴影区和正压区外。避免污染物浓度突然增高对环境造成

影响 , 建议在排放口设置外排和回收处理的双向回路。经整

改后过滤式离心机处氨气浓度达标。

4.1.2　安装吸声材料　该工段声源单一 , 空间狭小 , 如果采

用吸声控制会达到比较好的降噪效果 , 故使用高频吸声多的

材料。经整改后过滤式离心机处氨气浓度达标。

4.2　吸氨塔处的整改措施

该厂房建筑结构固定 , 自然通风不能满足通风换气要求。

而车间有毒物质产生源分散 , 建议采用机械通风。从工作地

点上方送入新鲜空气 1 500 m3 /h, 在中部设置排风点送风量为

1 800 m3 /h。室内保持适当的负压 , 可避免室内污染物渗出。

新鲜空气经过操作区域后被排出 , 排风点设置在气体滞留区

域。将排风点送出的气体进行集中处理后从大于 2倍厂房高

度的排风管道排出。经整改后吸氨塔处氨气浓度达标。

4.3　压缩机工段的整改措施

4.3.1　改善工艺设备　与压缩机连接的管道内安装适宜的消

声器 ,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控制气流速度。选择消声器时 ,

应根据系统所需消声量 、 噪声源频率特性和消声器的声学性

能及空气动力特性等因素 , 经技术经济比较 , 分别采用阻性 、

抗性和阻抗复合消声器。

4.3.2　缩小噪声影响范围　根据声源特性和声学环境 , 通过

改变声源指向性因数 , 将声源置于室内地面中心 , 调节声源

至受声点的距离 , 将操作室远离声源 , 缩小噪声影响范围。

4.3.3　控制噪声的传播途径　吊挂吸声体 , 设置吸声墙 、 吸

声顶。设置有足够的吸声衬面的隔声室 , 门扇和窗扇的隔声

性能应与缝隙处理的严密性相适应。

对该厂整改前后的对比可见 , 卫生工程控制在职业病危

害控制措施上基本有效 、 可行 , 在实际运用中有重要意义。

在工程控制的实际应用中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要考

虑的不仅是控制措施的效果 , 还应该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

根据车间设备布置 、 建筑设计 、 已有的卫生工程防护措施 、

防毒设备及措施 , 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 , 实现卫生工程防护

措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卫生工程控制和操作实务与职业病危害接触量存在直接

联系。目前 , 我区化工企业普遍存在对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

意识淡薄的现象。卫生工程控制技术及设备存在着一些问题 ,

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因此 , 加强与企业的沟

通 , 增强企业对卫生工程防护措施的认知程度 , 加大企业对

职业卫生的投入 , 是解决已建成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问题的

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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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 、 相关人员证明材料 、

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材

料 ,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诊断。我

市在对待过去遗留未决的或已倒闭破产的煤炭企业原劳动者

申请尘肺病诊断时 , 职业史证明材料是由政府出面协调 , 委

托原主管部门或现托管单位提供相关职业史证明材料 , 诊断

为尘肺病者所需费用由政府统一埋单。对村办石材企业或个

体石英加工厂的劳动者申请尘肺病诊断时 , 如用人单位不提

供职业史证明 , 首先请当地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

掌握第一手资料 , 然后再要求劳动者出具两个职业史证明:

一是村里证明 , 二是同单位 3名以上有法律效力的工友证明

材料 , 外加 3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证明材料按手印并注明如

提供虚假证明愿负法律责任的字样。 提供上述证明材料 , 即

认为该劳动者生产性粉尘接触史 “可靠” 。如果劳动者在多家

企业工作过 , 本市诊断机构只要求其提供最后工作单位的职

业史证明材料。

3.3　高仟伏 X线胸片技术质量

合格的高仟伏 X射线后前位胸片是诊断尘肺病的主要依

据。尘肺 X线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有动态系列胸片可为

诊断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因此 , 《标准》 规定 , 只有一张胸

片不宜作出确诊 , 但在特殊情况下 , 如发生的群体性农民工

患尘肺病事件 , 如果是一张质量合格的胸片 , 可考虑作为尘

肺病诊断的资料作出读片结果的判定。一般情况下劳动者要

至少提供 2张动态高仟伏 X射线后前位胸片方可作出确诊 ,

同时 , 2张胸片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3个月。

4　受理

申请尘肺病诊断 , 只要劳动者提供了职业病诊断申请书 、

职业史证明材料原件 、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有异常 , 诊断机构

就应受理。填写 《职业病诊断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 并出具

《职业病诊断申请受理通知》, 在 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或用

人单位发出 《职业病诊断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要求在规定

的期限内如实提供相关资料。申请人逾期未提供且未作相关

说明 , 诊断机构出具 《职业病诊断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

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提供资料不一致的 , 职业病诊断机

构可要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向当地有关部门或机构申请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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