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交流网络统一平台，职业病诊断机构不仅可对已经诊断

的职业病患者上网查阅，也要规定观察对象上网报告，这样

可避免受职业危害的患者在不同的诊断机构重复进行职业病

诊断而产生不同诊断结论 职业健康监护机构和诊断机构也

要加强自身管理，建立质控中心，避免出现对诊断标准 把

握尺寸不一 的问题

用人单位要切实承担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责任，将职业健

康教育培训关卡前移，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到一线职工中宣传

职业病防治法 ，使职工懂法 知法，切实提高劳动者维护

健康权益的意识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意识，自觉地将检查

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劳动者也能主动索要体检结果，这样

才能真正起到职业健康监护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要培养一支具有交叉学科知识的职业卫生

和临床医学相结合的医疗队伍，使他们既熟悉职业卫生，又

熟悉临床 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或职业病诊断资质或二者

都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与职业病防治医院 (所) 结成医联体，

不断提升医院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能力 卫生行政部

门要加大指导 监督和执法力度，督促医院加强在职业健康

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方面的硬件和人员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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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锡市健康监护数据分析

，

(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护理系，江苏 无锡 ;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无锡 )

为评估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开展效果，探讨职业病发生的

规律性特征，我们对无锡市 年职业健康监护数据

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在无锡市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网络管理系统选取

年的职业健康监护资料 个人信息采用二代身份证读卡

器进行采集，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监护种类和接触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按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 确

定具体的医学检查指标 采用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一般情况

年共监护 家企业， 人次 由表

可见，离岗时体检人次数仅占

表 年度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人次

年度 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 合计

年

年

年

合计

健康监护月份变化情况

离岗和上岗前健康监护人数 月 月有两高峰，但离岗前

较上岗前的峰值低很多 见表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种有毒因素 名作业人员在岗期间健康监护统

计结果显示，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排序前 位为噪

声 其它粉尘 氟及其无机化合物 酸雾或酸酐 铅及其无

机化合物 苯系物 氨 高温 磷及其无机化合物 汽油，

合计 人次，占 ;按发现职业禁忌证人数排序前

表 各月份健康监护人数统计 人

月份 上岗 在岗 离岗 合计 月份 上岗 在岗 离岗 合计

合计

位为噪声 其它粉尘 酸雾或酸酐 高温 氨 氟及其无

机化合物 苯系物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磷及其无机化合物

一氧化碳，合计 人次，占 ; 按发现疑似职业病人

数排序前 位为噪声 其它粉尘 高温 酸雾或酸酐 二氧

化硫 甲醛 硫化氢 游离二氧化硅粉尘 氰及腈类化合物

铬及其无机化合物，合计 人，占 ; 按发现职业禁

忌证人数的率排序前 位为苯的氨基与硝基化合物 二硫化

碳 二异氰酸甲苯酯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二氧化硫 噪声

铬及其无机化合物 硫化氢 一氧化碳 高温，最高

; 按发现疑似职业病人数的率排序前 位为硫化氢

二氧化硫 甲醛 游离二氧化硅粉尘 氰及腈类化合物 高

温 噪声 铬及其无机化合物 酚 其它粉尘，最高

讨论

从年度健康监护人次数来看，离岗时体检人次数很低，

仅占 ，一是与企业健康监护工作的不规范有关; 二是

可能与 日内的在岗期间健康检查可视为离岗时检查有关

本次分析旨在寻找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在健康监护

人群中的分布规律，从总计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中筛选出本

地区职业病危害的控制重点 涵盖所有疑似职业病 职业禁

忌证人数和率前 位，共筛选出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覆

盖 人的职业禁忌证和所有疑似职业病

通过分析提示，本地区职业病防治工作应首先严控苯的

氨基与硝基化合物 二硫化碳 二异氰酸甲苯酯 锰等的使

用，同时做好噪声 粉尘 高温危害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以降低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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