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6/ $ 也是诊断指标之一.#/ $ 又是口腔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如允许口腔炎患者上岗$ 一旦出现尿汞增高$ 加上主诉症状$
即可诊断为急% 慢性轻度汞中毒$ 也是增加了职业病诊断的
冒诊$ 同时还可能导致患者口腔炎加重-
62关于苯

在 &$!(版 *规范+ 中$ '7!"7!7!.# 上岗前职业禁忌证
!# 白细胞计数f(r!$" @K或中性粒细胞f&r!$" @K.!/ - &$!+ 年
#月 !日实施的 *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 "]<@F($')&$!&#
将白细胞计数参考区间修改为 "+7'i"7'# r!$" @K$ 中性粒
细胞绝对值参考区间修改为 "!7#i67+# r!$" @K."/ - 如果患
者体检时白细胞计数大于 +7'r!$" @K但小于 (r!$" @K$ 中性粒
细胞绝对值大于 !7#r!$" @K但小于 &r!$" @K$ 虽然是在血细胞
分析参考区间的正常范围$ 却是苯作业上岗前职业禁忌证$
不能上岗$ 企业和患者均不能理解$ 也与充分考虑劳动者就
业机会$ 如铅% 汞等作业放宽职业禁忌证条款等理念不平衡-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已经 !+年$ *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 也已实施 # 年$ 在互联网时代$ 在法制化进程加快

的时代$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会通过网络获取相应的知识$
同时也会根据各自不同的目的获求自己的权益和利益$ 这就
更要求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要严谨周全-

总之$ 在充分保障就业权的前提下$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要维护从业人员健康% 防止原有疾病加重% 杜绝或减少职业
病诊断冒诊$ 企业和从业人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对社保%
民生也是高度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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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无锡市城区企业职业病危害水平和当前职业健康
监护工作开展效果$ 探讨无锡市职业病发生的规律性特征$
从而为开展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作$ 更好地保护从业人员的职
业健康提供依据和数据支持$ 我们从无锡市职业健康监护信
息网络管理系统中选取 &$!!)&$!+ 年的职业健康监护中发现
的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资料进行了汇总分析-
12资料与方法

由无锡市职业健康监护信息网络管理系统选取 &$!!)
&$!+年城区企业职业健康监护中发现的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
业病资料- 按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和 *江苏省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规范"试行#+规定的职业健康检查表中内容对职
业健康监护的劳动者问诊$ 个人信息采用二代身份证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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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确定具体
的医学检查指标$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均经职业相关项
目复查后确定- 所得数据采用 <C<<&!7$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42结果
431%一般情况

&$!!)&$!+年在职业健康监护中发现职业禁忌证 *6'人$

疑似职业病 (+人$ 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共监护## ""$人$ 职
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检出率分别为 $7"$e和 $7$*e-
434%按职业病危害因素统计情况

发现职业禁忌证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有铅% 汞% 铬% 磷
及其无机化合物% 苯系物% 砷化氢% 酸雾 "酸酐#% 噪声% 高
温$ 共 "种- 其中噪声相关最多达 6!6 人$ 占 #$7'&e$ 其次
为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 人 " "7#$e#% 苯 系 物 6$ 人
"*7#(e#$ 三种合计达 *'! 人$ 占所有发现职业禁忌证的
"#7!*e, 发现疑似职业病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系物% 其
他粉尘% 噪声三种$ 其中噪声相关 +$ 人$ 占 6"7**e$ 其次
为其他粉尘 !!人 "&'7'#e#$ 结果见表 !-

表1%各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职业禁忌证检出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人数 e 人数 e

其他粉尘 $ !! &'7'#

苯系物 6$ *7#( & (76'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 "7#$ $

汞及其无机化合物 ! $7!+ $

铬及其无机化合物 ( $7'& $

砷化氢 ! $7!+ $

磷及其无机化合物 + $7+" $

酸雾 ! $7!+ $

噪声 6!6 #$7'& +$ 6"7**

高温 ( $7'& $

合计 *6'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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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按体检类型分类统计情况
职业健康监护涉及危害因素包括粉尘% 化学因素% 物理

因素三类$ 分别统计可发现物理因素的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

业病检出率较高$ 其中以接触噪声检出率最高$ 上岗前% 在
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检出率达 &7#6e% +7&*e$ 在岗期间% 离
岗时疑似职业病检出率达 $7!#e和 $76&e$ 结果见表 &-

表4%不同体检类型分类统计

职业病危害因素

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

体检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e

体检

人数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人数 e 人数 e

体检

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e

粉尘 其他粉尘 + (*+ $ !& 6*6 $ !! $7$" '*( $

化学因素苯 & 6&* +* !7(! ( #&" &+ $7(# ! $7$& '!+ ! $7!"

铅 !( !#6 &# $7&$ ' !*( (* $7"! $ "+( $

汞 ! $ "! ! !7!$ $ ! $

铬 "$ $ +&6 ( !7&+ $ !" $

砷化氢 &!6 $ ! $+! ! $7!$ $ "$ $

磷 ! "&! $ + "(+ + $7$# $ +*$ $

酸雾 & 66* $ # 6!$ ! $7$! $ 6$6 $

小计 &! *$# 6' $7+$ &( $$( #$ $7++ ! & '++ ! $7$(

物理因素噪声 ( '** !+! &7#6 !( #(' (#' +7&* &6 $7!# 6(! ( $76&

高温 ! !!& $ & *#( ( $7!( $ 6+ $

小计 ' 6#" !+! &7+$ !* 6&" (#" &7** &6 $7!' *$( ( $7'*

合计 +$ #*$ !"6 % $76+ '( +$" '6"% % !7$' +# $7$* + #!! ' % $7!+

436%按年份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检出情况
按年度分别统计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检出率$ 发现

接触噪声人员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检出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 m!'7'$$ Of$7$$!#$ 结果见表 +% 表 (-
表5%&$!!)&$!+年职业禁忌证检出率 e

职业病

危害因素

上岗前 在岗期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苯 !7&( &7&# $76( $7&" $76" $7(#

铅 $ $7+& $7#( !7$+ !7$! $7'&

铬 $ $ $ $7*" !7*' !7!#

砷化氢 $ $ $ $ $7&( $

磷 $ $ $ $7*+ $ $

汞 $ $ $ $ $ !7("

酸雾 $ $ $ $ $ $7$+

噪声 +7(6 +7*' !7+! +7*& +7*! &7'+

高温 $ $ $ $7!& $ $7&"

表6%&$!!)&$!+年疑似职业病检出率 e

职业病

危害因素

在岗期间 离期时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粉尘 $7$' $7$+ $7!# $ $ $

苯 $7$6 $ $ $ $ $76(

噪声 $7&6 $7!& $7!6 $7#* $7"* $

52讨论
职业健康监护是通过医学健康检查连续性地监测劳动者

的健康状况$ 根据劳动者的健康变化监测所接触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程度$ 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通过分析劳动者群体健康状况来评价当前职业病危害的防治

水平$ 并从中寻找需要进一步重点关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
企业-

通过对无锡市城区企业 &$!!)&$!+ 年的职业健康监护资
料的分析$ +年累积发现职业禁忌证 *6' 人$ 疑似职业病 (+
人$ 检出率分别为 $7"$e和 $7$*e$ 涉及相关职业病危害因
素有其他粉尘% 苯系物% 铅% 汞% 铬% 磷及其无机化合物%
砷化氢% 酸雾 "酸酐#% 噪声% 高温等共 !$种-

发现的职业禁忌证主要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 铅
及其无机化合物% 苯系物三种$ 占所有发现职业禁忌证的
"#7!*e- 发现疑似职业病相关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系物%
其他粉尘% 噪声三种$ 其中噪声占 6"7**e$ 其次为其他粉尘
&'7'#e- 按各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检出率分析$ 以接触噪声
检出率最高- 另外发现接触噪声人员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检
出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可能与该人群长期健康监护$ 禁忌证
人员被不断检出有关-

根据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监护检出情况$ 可将噪声%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苯系物% 其他粉尘四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作为健康监护的重点$ 做好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的职业
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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