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分析仪进行血常规主要项目检测，其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抽查镜检结果也一致，与文献报道符合
［1］。

3. 2 三分群血液分析仪在职业健康检查中的适用性分析

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可完全满足职业健康检查需要，三分

群血液分析仪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的日常职业健康检查，若服

务人群中有个别接触致喘物者或进行职业病诊断者需要进一

步验证结果，可通过与其他医疗机构协作等方式解决。通常

五分类血液分析仪价格是三分群血液分析仪的 3 倍以上。新

办或新申请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使用或者购买血液分析仪

应当综合考虑仪器的实用性、仪器性能、价格比、售后服务、
辅助设备、试剂、消耗品和零配件价格等因素，选择适当的

仪器。同时，不管使用何种血液分析仪，一定要建立异常结

果的显微镜复检制度，确保为职业病诊断和健康监护体检提

供准确、有价值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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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高仟伏胸片检查仍是职业健康体检的主要检

查方式，质量控制手段比较成熟。外出到现场做职业健康体

检时使用车载 X 光机进行胸片检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迄今

未见有关这类胸片质量控制的文献。现收集本院1000张现场

职业健康体检的胸片进行分析，旨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希望

能引起广大同仁的重视。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连续提取本院 2010 年 4 月—2010 年 7 月期间现场职业健

康体检的高仟伏胸片1000张。
我院现场职业健康体检使用的是车载岛津 500 mA 的 X 光

机，除焦片距固定为 1. 6 m 外，X 光机自身的各项性能均符

合《尘肺病诊断标准》 ( 附录 E)［1］
的要求。投照人员为有 5

年以上胸片拍摄经验的技师或医师，现场接电源后按高仟伏

胸片的要求投照，通常在体检工作完成后，回科室经自动冲

片机冲洗胶片。
1. 2 方法

由 2 名放射科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共同阅片，根据

《尘肺病诊断标准》附录 C［1］
的要求，将所有胸片分为 1 ～ 4

级。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将影响高仟伏胸片质量的原因分

为 5 大类: (1) 投照条件偏差因素，主要有投照条件偏高或

偏低; (2) 体位不良因素，主要有胸廓有缺失，胸锁关节不

对称，肩胛骨与肺野重叠较多，吸气不足或未吸气，或有移

位; (3) 外物因素，主要有笔、项链、文胸、手机、工卡、
金属链和衣服饰品等; (4) 静电反应污染因素; (5) 暗室环

节因素。
2 结果

1000张高仟伏胸片，被评定为一级片 125 张 (12. 5% )，

二级片 473 张 (47. 3% )，三级片 316 张 (31. 6% )，四级片

86 张 (8. 6% )。在 875 张被评定为二、三、四级的胸片中，

发现影响胸片评定质量的因素共1275个 ( 一张胸片可有多个

质量影 响 因 素)，其 中 投 照 条 件 偏 差 因 素 为 534 个 ( 占

41. 9% )，外物因素 289 个 ( 占 22. 7% )，体位不良因素 258

个 (占 20. 2% )，静电反应因素 115 个 ( 占 9. 0% )，暗室环

节因素 79 个 (占 6. 2% )。质量影响因素在二、三、四张胸片

中的数量详见表 1。

表 1 胸片评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胸片

级别

胸片

数量

投照

偏差

外物

因素

静电

反应

暗室

因素

体位

因素
合计

二级 473 246 135 73 8 136 598
三级 316 268 127 28 21 101 545
四级 86 20 27 14 50 21 132
合计 875 534 289 115 79 258 1 275

3 讨论

对于高仟伏胸片的质量控制，现已比较成熟
［2］，但对于

车载移动 X 光机的质量控制，文献并不多。本组胸片一级片

仅占 12. 5%，四级片则达到了 8. 6%。对于现场职业健康体

检，通常是各科室协调作业，时间短、工作量大，故本文所

介绍的投照和胶片冲洗分离的方式更为适合，应用更为普遍。

结合本组1000张胸片质量分级结果和影响因素分类情况，我

们认为车载 X 光机在胸片质量控制中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 投照条件偏差问题是本组胸片质量影响因素的首位，达

到胸片质量影响因素 41. 9%。造成投照条件偏差的众多原因，

车载 X 光机的电源是非常重要因素之一。X 光机是一种高性

能的电子产品，对电源的要求很高，有明确的基本要求
［2］。

但部分现场不能提供符合基本要求的电源，主要是电源明显

小于 X 射线机的额定要求，电压波动较大。不符合基本要求

的电源影响了 X 光机的性能，使投照人员对投照条件难以把

握，往往会造成胸片偏白或偏黑。 (2) 外物因素占胸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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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 22. 7%。原因是投照人员不够重视，责任心不强，

没有要求取下外物; 这与车载 X 光机空间狭小，没有更衣空

间有一定关系。 (3) 静电反应因素占胸片质量影响因素的

9. 0%，车上的胶片比科室内使用的胶片静电反应明显增多，

其可能的原因一是车上暗室的温度、湿度变化大; 二是车在

移动过程中增加胶片之间的摩擦，特别是开封后和投照后的

胶片更易受累; 三是投照与冲片分离的车载 X 光机，多了暗

室的工作程序，从而增加了静电污染机会。
与外出职业健康体检有关的一些因素也可能对胸片质量

产生影响，如黄清垣
［3］

等报道的车程对胸片质量的影响，时

间短、工作量大、一次外出要拍摄数百张甚至数千张胸片，

以及职业健康体检的胸片阳性率低，工作形式单一等，这些

都易使投照人员产生工作怠倦现象，工作责任心下降。
现场职业健康体检是职业健康体检的一种重要方式，所

以对胸片的质量控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除了按照

室内胸片的质量控制要求外，重点应做好以下几点: (1) 投

照人员应重视现场职工健康体检工作，严格遵守胸片的质量

控制要求; (2) 重视车载 X 光机的光源问题，对体检单位提

出 X 光机电源的基本要求，工作中要观察电压的波动情况，

如现场确实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时，应根据电压下降的

情况适当修正投照条件，并尽快冲洗胶片; (3) 尽量使用新

的胶片，未用完的拿回科室用; (4) 暗室工作时尽可能戴纱

手套，以减少静电反应污染胶片; (5) 应尽可能减少外物因

素; (6) 一次外出时间不宜过长，每天的投照量要适当，以

减少投照人员产生工作怠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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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定期体检的目的是判断放射工作

人员对其工作的适任性和继续适任性，发现就业后某些可能

与辐射有关的效应及其他疾病。由于部分受检者随意舍弃检

查项目，从而不能全面反映职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影响了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和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质量。
1 对象

收集 2012 年度 463 名在我中心进行在岗体检的医疗机构

放射工作人员体检资料，其中男 316 人、女 147 人。
2 结果

按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规定检查项目

进行，包括尿常规、眼科、心电图、腹部 B 超、胸部 X 线摄

影，体检周期 1 ～ 2 年，漏检项目人数和漏检率见表 1。
表 1 漏检项目人数和漏检率

检查项目 漏检人数 漏检率 (% )

眼科晶状体裂隙灯检查 232 50
胸部 X 线摄影 47 10
心电图 5 1
腹部 B 超 5 1
尿常规 2 0. 04

3 分析与对策

3. 1 原因分析

3. 1. 1 主动漏检原因 眼科晶状体裂隙灯检查前需药物散

瞳，会引起一些不适，受检者认为其会影响工作和生活而拒

检; 备检不充分，如受检者佩戴隐形眼镜或驾车等致裂隙灯

检查无法进行; 受检者认为身体状况较佳，历年来检查结果

均正常，且无异常的自觉症状而弃检; 医疗机构从事放射工

作的受检者不愿额外增加照射剂量，或认为胸部 X 线摄影检

查随时可做，不必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做; 少数女性受检者不

接受男性医生做心电图等检查; 部分女性受检者体检期正好

处于生理周期，放弃尿样标本采集等。
3. 1. 2 被动漏检原因 受检者自身患某些疾病，如青光眼、
眼压高的受检者无法进行裂隙灯检查; 体检系统故障、受检

者因等候时间过长等而弃检。
3. 2 对策

3. 2. 1 完善服务流程 从登记到各项目的检查，做到合理安排，

避免出现长时等候和拥堵现象。各相关科室及时沟通协调，如检查

系统故障或有出现异常，及时对受检者进行分流，重新安排检查流

程。医护人员认真仔细按照检查程序操作，并指导受检者不要随意

舍弃检查项目，主动联系漏检者补检。
3. 2. 2 加强管理 体检机构要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提高医护人员素质。合理有序安排受检单位和受检人员

的职业健康检查，检查报告及时发放到受检者手中。
3. 2. 3 细化备检工作 耐心告知受检者做好备检，如检查前

一日清淡饮食，检查当日清晨不要进食进水，戴隐形眼镜者

换框架眼镜，女性受检者避开生理周期等。
3. 2. 4 加强职业健康教育 体检工作人员要加强对受检者的

职业健康教育，使职业人群充分认识本职业中存在的有毒有

害因素，避免有害因素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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