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 = 引发中毒频数
引发中毒最多频数

× 导致死亡人数
导致最多死亡人数

E = 引发中毒频数
引发中毒最多频数

× 导致中毒人数
导致最多中毒人数

注: 公式中分母主要是为使指数处于 0 至 1 之间。

综合考虑上述两项指标，在总计 25 种中毒原因中筛选出

硫化氢、一 氧 化 碳、氯 气 3 种 毒 物，其 合 计 发 生 频 次 占

52. 05%，死亡人数占 75. 56%，中毒人数占 44. 33%，如能控

制该 3 种毒物可大大降低本地区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的发生。
2. 4 高风险毒物所致中毒分析

对筛选出硫化氢、一氧化碳、氯气 3 种毒物所致急性职

业中毒进行分析，2002—2011 年急性氯气中毒按月统计无特

殊规律; 急性职业性硫化氢中毒按月份统计显示 6 月、9 月有

两高峰，可能因梅雨季前后需要疏通下水道等相关作业较多

有关; 急性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按月份统计显示 5 月、12 月

有两高峰，可能与气温较低有关。
3 讨论

风险评估是确定性事件或结果的逻辑判断过程。风险评

估的目的是在急性职业中毒发生前，识别并设法减少事故危

险因素; 一旦事故发生，慎密安排事故救援，以控制事故扩

展和降低其危害程度。风险评估作为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之

一，主要用于指导风险应对。对中毒等非传染病类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进行风险分析时，需综合考虑事件的性质、波及范

围、对人群健康和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公众心理承受能力

和政府的应对能力等。
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无锡市近 10 年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

毒物按发生频数、引发后果的严重性及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程

度大小，从总计 25 种毒物中筛选出硫化氢、一氧化碳、氯气

3 种毒物作为本地区急性职业中毒的控制重点。针对 3 种毒物

引起中毒事件发生特点，建议在进入梅雨季节前后做好本辖

区硫化氢相关作业企业及寒冷季节做好存在一氧化碳危害企

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强化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安全操作规

程及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安全教育，认真做好工人的职业卫

生安全知识培训，提高工人自我保护能力。务必使有关人员

熟知操作规程，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熟知发生中毒时如

何自救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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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07) 应用情况调查
Survey on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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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07)

(以下简称《规范》) 的应用情况、科学性、实用性为重点，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吉林省 71 家省、市、区 /县级职业

健康监护机构主要负责人员、主检医师进行问卷调查。通过

Ｒankit 分析、ANOVA 方差分析、SNK 两两组间比较，对不同

机构《规范》应用情况进行组间比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病防治院 (所)、综合性医院、科研机构开展上岗前、在

岗期间、离岗时、离岗后医学随访及应急健康检查工作完全

及大部分符合《规范》要求的比例均 ＞ 85% ; 在体检总结报

告内容编制、必检项目是否按《规范》要求开展，不同类型

职业健康监护机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 000、
0. 006)。71 家省内职业健康监护机构认为《规范》在实用性

和科学性上非常好或好的比例 ＞ 85%。吉林省职业健康监护

机构对《规范》执行情况较好，其实用性及科学性得到了吉

林省业内人士一致认可。
关键词: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应用情况;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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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地域广、用人单位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

数多。据吉林省卫计委统计，2011 年全省职业病危害因素接

触人数近 13 万。自《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
2007) (以下简称《规范》) 颁布实施以来，吉林省卫生行政

部门加强了对全省医疗机构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监督，

多次组织职业健康监护机构进行《规范》的业务学习，在职

业病防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掌握全省各级职

业健康监护机构对《规范》的执行情况，发现执行过程中的

问题，从而提高职业健康监护质量，本研究拟对全省范围职

业健康监护机构《规范》总体应用情况进行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照省、市、区 /县分层随机抽取

71 家职业健康监护机构。调查对象为上述职业健康监护机构

主要负责人员、工作时间 3 年及以上的主检医师。
1. 2 调查内容及调查方式

问卷内容包括调查者基本信息及《规范》科学性、实用性 3
部分，共计 62 个题目。调查采用现场发放调查问卷方式进行。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EpiData 软 件 建 立 数 据 库 并 进 行 双 录 入， 导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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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16. 0 软件，对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规范》实用性及科

学性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描述。对不同机构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年龄、从事专业、职称、工作年限) 进行均衡性分析。采用

Ｒankit 分析、ANOVA 方差分析、SNK 两两组间比较，对不同

机构《规范》应用情况进行组间比较。Ｒankit 分析 Mean =
0. 5 作为判定依据。ANOVA 方差分析、SNK 两两组间比较以

P = 0. 05 作为判定依据。
2 结果

2. 1 调查问卷回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71 份，回收 71 份，回收率 100%。
2. 2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分布在吉林省内 71 家省、市、区 /县的职业卫

生各领域，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1 家 ( 占 43. 7% )、职

业病防治院 ( 所) 5 家 ( 占 7. 0% )、综合性医院 31 家 ( 占

43. 7% )、科研单位 4 家 ( 占 5. 6% )。71 名被调查者年龄 30
～ 60 岁，从事专业为职业病临床、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

管理、毒化检测; 工作年限从 10 年以下至 30 年以上均有分

布; 职称涵盖中、高级。
2. 3 均衡性分析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院 ( 所)、综合性医院、
科研机构的职业健康监护机构被调查人员在年龄构成 ( χ2 =
0. 419，P = 0. 740)、从事专业情况 (χ2 = 1. 463，P = 0. 233)、
工作年限 ( χ2 = 1. 534，P = 0. 214)、职称 ( χ2 = 0. 280，P =
0. 840) 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P ＞ 0. 05)。
2. 4 《规范》应用情况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院 ( 所)、综合性医院、
科研机构按照《规范》要求开展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
离岗后医学随访、应急健康检查，完全及大部分符合比例均

＞ 85%。体检总结报告内容编制、没有按照必检项目体检时

体检总结报告可反映 2 项，4 类职业健康监护机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 000、0. 006)。体检总结报告内容编

制是 否 依 据 《规 范》要 求 项，Mean职业病防治院(所) = 0. 333 ＜
Mean其他3类机构 = 0. 500; 没有按照必检项目体检，体检总结报

告能 否 反 映 项，Mean职业病防治院(所) = 0. 250 ＜ Mean其他3类机构 =
0. 500。《规范》具体应用情况详见表 1。

表 1 《规范》应用情况频数统计结果

调查内容 是 大部分是 部分是 不是

上岗前检查项目按照《规范》开展 38 23 5 5

在岗期间检查项目按照《规范》开展 39 25 3 4

离岗时检查项目按照《规范》开展 40 23 6 2

离岗后医学随访检查项目按照《规范》开展 34 27 5 5

应急检查项目按照《规范》开展 42 21 3 5

推荐性化学物在岗期间定期检查按照《规范》实施 35 26 7 3

体检总结报告内容编制依据《规范》要求 46 20 5 0

没有按照必检项目体检时体检总结报告可反映出来 28 26 11 6

个体体检结论按照《规范》的表述书写 48 18 5 0

2. 5 《规范》实用性及科学性调查

实用性方面，71 家省内职业健康监护机构认为 《规范》
在完整性、实用性、结构合理性、文字通顺易懂程度以及在

遵循 ILO 健康监护理念、规范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作用

上，非常好或好的比例均超过 85% ; 科学性方面，对目标疾

病、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界定、职业健康检查的分类以及

各种健康监护因素全面性方面认为非常合理或合理的比例均

超过 85%。见图 1、图 2。

图 1 《规范》实用性的认可程度

图 2 《规范》科学性的认可程度

3 讨论

《规范》自颁布实施以来，吉林省卫生厅高度重视其宣传

贯彻工作。目前，《规范》广泛应用于涉及各类职业病危害因

素企业的健康监护，已成为吉林省卫生厅加强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管理、规范职业健康检查行为、职业健康监护质量控制

的行动指南。本次调查可见，全省范围内职业健康监护机构

按照《规范》要求完成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比例均 ＞ 85%，

说明《规范》已成为省内职业健康保障工作必须的指导性文

件之一。调查中也发现，职业病防治院 ( 所) 体检总结报告

内容编制与《规范》要求的符合度较高，能按照《规范》要

求开展所有的必检项目; 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性医院、
科研机构等医疗服务机构，职业病防治工作受专业投入、人

员结构等因素影响，执行《规范》要求时有所欠缺。部分机

构某些职业健康检查项目未按照《规范》执行，主要原因是

缺乏相应有资质的医务人员，提示资质人员缺乏是吉林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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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监护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规范》在科学性和实用性方面得到了吉林省 71 家各级

职业健康监护机构医务工作者的一致认可，85% 以上的被调

查者认为《规范》内容完整、实用性强、结构合理、文字通

顺易懂、可操作性好、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在实际调研中，

对目标疾病的判断、职业病危害因素及人群的界定、职业健

康检查的分类、健康监护因素的种类等方面，被调查者都给

予了高度评价。
职业健康监护是重要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吉林省作为全

国职业病防治重点省份之一，在今后的工作中，监督部门应

加强对企业是否执行职业健康检查相应责任的监督检查。在

卫生行业职责范围内针对医疗机构仍需不断加强《规范》的

宣传贯彻和培训工作，将《规范》内容及时普及给职业健康

监护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能力，扩大有资

质的从业人员数量; 其次，加大职业健康监护的监督管理力

度，通过行政措施促进职业健康监护机构规范执业行为; 第

三，加强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互相

学习，发挥协同作用，共同促进吉林省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向

更高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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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机抽取兰州市 276 家企业进行职业健康现状调

查。结果显示，大、中、小型企业职业病有害因素监测合格

率分别为 91. 5%、84. 7%、74. 0% ; 有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的企业分别占 17. 0% 和 20. 3% ; 有各

项劳动过程中管理措施的企业占 28. 3% ～ 83. 7% ，大、中、
小型 企 业 中 该 比 例 分 别 占 83. 3% ～ 100. 0%、47. 6% ～
100. 0%、24. 9% ～ 81. 9% ; 2008—2010 年接害工人的 3 年平

均职业健康检查率为 35. 5%，大、中、小企业检查率分别为

60. 8%、39. 7%、12. 0%。提示重点加强兰州市小型企业职

业病防治。
关键词: 职业健康管理;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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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兰州市 276 家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状况进行调查，

提出改善对策和建议，以利于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更好地保护和增进劳动者健康，为实现“人人享有职业卫生

保健”的全球策略做出贡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随机抽取兰州市企业 276 家为调查对象，其中永登县 52
家，榆中县 27 家，皋兰县 15 家，城关区 53 家，七里河区 64
家，安宁区 6 家，西固区 44 家，红古区 15 家。
1. 2 调查方法与内容

根据卫生部制定的《工业企业职业卫生现况调查表》内

容删减后自行制定 《工业企业职业健康现 况 调 查 表》，于

2011 年 6—11 月，采用流行病学现况调查方法进行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企业规模、职业健康管理、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和

职业健康检查状况四部分。企业规模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

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 (暂行)》 (国家统计局设管司国统

字 ［2003］ 17 号) 划分。
1. 3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由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培训

合格，在兰州市安监局协助下实施调查。
1. 4 数据处理

调查的数据全部输入 Excel 数据库，使用 SPSS13. 0 进行

统计分析，率 的 比 较 采 用 χ2 检 验，P ＜ 0. 05 为 有 统 计 学

意义。
2 结果

2. 1 企业规模

276 家企业以小型企业为主，共 249 家，占 90. 2% ; 大、
中型企业分别有 6 家、21 家。
2. 2 职业健康管理现状

2. 2. 1 前期预防管理状况 由表 1 可见，276 家企业中，不

同规模企业比较，2 项调查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2. 2. 2 劳动过程中的管理状况 由表 2 可见，276 家企业

中，不同规模企业比较，7 项调查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表 1 前期预防管理状况

调查内容
有调查指标企业数(% )

大型(6 家) 中型(21 家) 小型(249 家) 合计(276 家)
χ2 值 P 值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5(83. 3) 7(33. 3) 44(17. 7) 56(20. 3) 14. 037 ＜ 0. 05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5(83. 3) 5(23. 8) 37(14. 9) 47(17. 0) 14. 152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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