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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主要从事长输管道及其辅助设施、
大中型储罐、电力、通信等工程勘察、设计、咨询、采办、
施工及管理。企业生产主要以野外施工为主，各类职业病、
地方病、传染病、常见病与多发病直接威胁着员工的身体健

康。多年来管道局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建立了一套适合野外大规模施工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掌握了野外施工常见危害控制技术，在填补国内该领域空白

的同时，连续 3 年创造了每年近万人在野外施工而无一起重

大健康损害事件发生、无一例职业病发生、无一起因健康损

害事件而导致停工停产事故发生的优良业绩。
1 全面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切实维护员工健康合法权益

为了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保护员工切身利益，管道

局制定了“零伤害、零事故，保证每一个施工员工身体及心

理健康”的目标。为此建立了职业健康三级管理网络，即以

局职业病防治领导小组、职业卫生技术中心作为全局职业健

康领导机构与技术支持机构，各二级单位项目部及职能科室

作为职业健康主管机构，各施工机组为职业健康责任单位。
制定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职业病防治管理办法》、《野外施工

职业健康管理制度》、《野外施工饮食饮水卫生制度》、《野外

施工传染病预防控制制度》、《野外施工营地卫生标准》、《野

外施工职业病防治制度》、《职业健康培训》、《健康损害应急

救援》等 11 大类 500 余条工作制度与工作方案，建立了一整

套科学的管理模式，将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到各二级单位领

导目标考核责任制体系。
近 5 年，管道局分别组织了 12 次国内外施工现场职业健

康审核，共查出不符合项和观察项2 300余项，其中 99% 已经

过整改并验收合格，未整改项大多为观察项，属于一时无条

件进行整改，经过监理或健康监察的认可而作为逐步改正项，

给予时间整改。由于多次严格、规范的健康、安 全、环 境

( HSE) 审核活动，大大推动了健康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提

升了我局的 HSE 整体管理水平，为实现职业健康管理目标打

下了良好基础。
2 为员工营造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促进工程顺利实施

在管道建设高峰期，管道局每年投入 100 多个施工机组、

设置近百个营地，有万余名员工工作在施工一线。在职业健

康考察识别的健康风险中，最主要的是传染病、地方病和食

物中毒，并且 70%来自于营地。这些疾病可能在一夜之间使

所有员工失去工作能力，甚至导致生命危险，因此，营地建

设是保护员工健康的重要环节，也是疾病控制前哨阵地。为

此，管道局制定了《野外施工营地建设卫生管理制度》，严格

规定了营地选址、营地布局、员工宿舍卫生、营地消毒、营

地卫生管理等措施。为了给员工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

环境，局属各单位尽量在有社会依托的区域租赁宾馆、旅馆

作为营地，在没有社会依托的区域则购置野外施工宿营车、
板房等自建营地，并为员工宿舍配置空调、电视机和 VCD
等，在营地开设娱乐室。邀请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定期进行食

品卫生检验。各营地均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定期对

生活饮用水进行卫生学检验，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才可以

使用。对于部分没有自来水的施工区域，则专门选择优质水

源，配置专职管理人员、专用车辆负责饮用水的运输、储存

及消毒工作。在没有安全水源的地域 ( 例如印度、苏丹、哈

萨克斯坦等国家) ，则不惜成本为员工配备矿泉水或纯净水。
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各营地均邀请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进

行疾病控制指导，对员工进行疾病预防宣传教育，对营区环

境、员工宿舍增加消毒频次。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及时制定

预防预案进行传染病预防。管道局总医院及时派出医疗小分

队，到施工一线进行疾病预防的指导工作。由于上述措施的

实施，有效的控制了各类传染病在施工营地的传播与流行。
管道工程建设中，管道局更是将职业病防治当成保工程

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开工前，管道局召开“职业病防治领

导小组”工作会议，要求职业病防治工作从组织领导、制度

建立、监督实施、运行控制等各环节各职能机构齐抓共管、
各施工单位确保落实。各施工单位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

检、对施工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举办各类职业病

防治培训班对员工进行岗前教育、检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

完整性、购置个人防护用品等。通过加大原有企业职业危害

作业场所的整治、新建项目严格实施职业卫生“三同时”等

措施，从 1999 年至今全局未发生一例职业病患者。
3 充分发挥职业健康专业部门作用，为管道工程建设保驾

护航

中石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中心结合管道局生产特点，在

工程可研阶段，组织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提出控制职业

危害的措施。初步设计阶段，开展职业健康考察，结合考察

情况制定施工健康风险管理方案，编制了健康风险清单、健

康风险点源分布图、健康风险控制措施指南。施工期间，派

出专业人员到一线承担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即管道局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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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健康监理。根据工程的变化以及收集到的相关信息，

对健康风险管理方案进行补充和完善，重新确定职业健康影

响因素，提出控制措施及预防要点，并分别编制工程 《HSE
管理手册》、《HSE 程序文件》、《HSE 作业指导书》，用以指

导职业健康管理工作。根据气候、传染病发生情况及时下发

健康指导文件，如《夏季施工预防中暑的通知》、《洪灾期间

预防肠道传染病的通知》《预防食物中毒的通知》等十余份，

并监督实施。在施工期间，职业卫生技术中心定期深入施工

一线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监护、对职业危害场所进行评价，

并多次举办施工企业领导、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班，内容

包括《职业健康监护》、《野外施工职业健康管理》、《应急反

应》、《医疗急救》等十多个方面。项目竣工阶段，组织开展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运行期间，组织进行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实现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初设

阶段—建设期间—竣工阶段—运行期间一条龙服务。
4 建立立体化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为国内外工程顺利实施

打下坚实基础

在充分调研施工当地医疗资源，并考察施工区域具体现

状之后，管道局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认真评估了疟疾、登革热、
肠道传染病等 22 项风险点源，提出社会依托差施工区域取胜

的关键不在施工现场，而是医疗与后勤保障工作。据此管道

局组织编制了《管道局国外施工职业健康管理方案》，详细地

规划了营区建设、医疗救援、疾病预防与控制、饮食卫生管

理等措施。为了保证员工健康，管道局每隔 100 km 设置一个

主营地，确保伤病员 20 ～ 30 min 能赶到急救站得到救治。每

个机组有一名经过培训的急救员配合机组 HSE 监督员执行一

级救护，5 min 内完成现场急救任务; 分营地医务室医生能在

10 ～ 15 min 赶到施工现场，参加二级救护; 主营地急救站配

备 2 位内外科专家和 1 名急救经验丰富的主管护师保证三级

救护。管道局总医院建立起了急救站，派出了数名有实践经

验的专家从事现场医疗救护。为确保万无一失，还把急救人

员按其救护能力分为 6 个层次，专门聘请国际救援组织的医

师重点对 4、5 级急救员 ( 执业医生) 进行医疗急救培训指

导。同时与国际 SOS 机构组织建立了医疗救援依托关系，一

旦出现重大健康危害事件，实施空中救援。通过各方努力，

管道局在非洲沙漠、印度荒漠上建立起了集食宿、洗浴、文

娱、急救于一体的现代化“绿色家园”，形成一套完善的医疗

急救网络，满足了医疗救护的基本要求，彻底解决了参战员

工的后顾之忧。
实践告诉我们，员工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是企业的主

人，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保护员工的健康，是保障生产

稳定发展的基础。在管道工程建设的多年里，正是我们将员

工的健康放在了首位，使得管道局走戈壁、跨五岳、穿长江、
越黄河、战疫情、抵洪灾、抗地震，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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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报告工作的通知》
( 卫监督发 ［2005］ 399 号) 精神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

于“依托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与网络直报工作”的要求，我市于 2006 年年底全面实施

职业病网络直报工作。现将 2006 年至 2010 年兰州市职业病

报告网络系统建设情况及职业病网络直报工作情况分析如下。
1 2006 年至 2010 年兰州市职业病报告网络系统建设情况

1. 1 职业病报告网络组织机构

2006 年 8 月 9 日，应甘肃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职业病报告工作的通知》 ( 卫监督发 ［2005］ 399
号) 的要求，兰州市职业病报告工作全部实行网络直报，替

代传统的纸质卡报表，更加全面系统地收集、分析职业危害

因素及相关的信息，为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解和掌握我市职业病网络直报运行情况，规范职业病网

络直报工作，提高职业病网络直报工作质量，我们对全市职

业病网络直报工作进行了调查。兰州市共管辖 8 个区 ( 县) ，

截至 2010 年兰州市直报开通覆盖率仅为 22. 2%，直报用户有

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卡覆盖率不到 10%，直报用户作业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卡覆盖率不到 5%，直报用户尘肺病

报告卡及职业病报告卡覆盖率为 100%。
1. 2 网络直报人员的培训

在甘肃省疾控中心的组织下，于 2006 年至 2009 年，每

年定期举办《职业病网络直报培训班》，讲授职业病直报知识

及各类职业病报告卡的填写规范，进行职业病网络直报操作

演示，并研讨职业病统计报告工作相关问题。但由于各单位

对业务学习和培训重视程度不一，很多单位的职业卫生网络

直报人员身兼数职，或被临时指派，有些单位甚至未派人员

参加培训。
2 2006 年至 2010 年兰州市职业病报告网络直报工作情况

2. 1 2006 年至 2010 年兰州市有毒有害作业工人职业健康监

护网络直报分析

由表 1 可 见，2008 年 体 检 人 数 最 多，但 实 检 率 仅 为

56. 61%，检出率最高为 6. 12%，2007 年企业总数和实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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