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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是研究人类从事各种职业活动过程中卫

生健康问题的学科体系。 只有创造合理的工作条件，
才能使所有劳动者在生理、 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保

持健康， 减少疾病与损伤， 提高劳动生产率。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职业病防治工作推进会上

指出： “防控职业病要关口前移、 重在抓防。 要适应

产业发展趋势和职业健康防护需求， 完善职业卫生防

护标准， 强化防尘、 防毒、 防辐射等措施， 提升职业

场所安全水平。 健全职业健康监测网络， 扩大职业病

种和危害因素监测覆盖范围， 严格报告制度， 早发

现、 早报告、 早处置。” ２０１９ 年， 各地机构改革方案

陆续出台， 开启了职业卫生工作新的征程， 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工作也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 现结合本区域职业卫生工作的实际， 就职

能转变后职业卫生监督体系建设进行探讨， 以期为提

高区域职业病防治工作整体水平提供参考。

１　 加强监督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是保障劳动者权益、 实施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包括国家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和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管理［１］。 国家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主要是指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体系，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是指行业

或用人单位内部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国家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和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建设完善、
无缝衔接， 是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 由于职业卫生监管队伍技术力量不

足、 投入缺失， 政府有关部门职业病防治监管缺位，
对职业卫生工作的不重视， 没有形成多部门的联运机

制， 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力度不够等原因， 职业卫生的

监督职能未能完全体现与发挥， 未能适应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的要求［２］。 随着职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
各级卫生健康委将承担作业现场的监督管理、 职业健

康监护、 职业安全管理与评估的全流程管理， 这对职

业卫生监督管理的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时期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人员要熟悉法律法规， 同

时应具备作业现场工程技术及流程管理相关知识、 建

筑卫生学相关知识、 现场防护管理知识、 职业卫生、
综合评估与执法管理的能力， 这就需要快速补齐短

板， 建设一支技术全面、 结构合理、 快速响应的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队伍。

２　 加强学科内涵建设与能力提升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

强的工作， 执法人员对所检查企业的职业危害重点环

节和岗位清晰明瞭是准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基层监

督涉及多个执法专业， 大量的工作任务导致基层监督

员无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系统、 充分地学习各项专业知

识［３］， 通过专业书籍、 评价报告、 专家咨询、 网络查

询等途径了解被检查企业的工艺流程和危害因素种

类、 重点危害岗位成为工作基本常态。
培养加训练是使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掌握监督管理

技能的重要方式， 通过目标规划设定、 知识和信息传

递、 技能演练、 作业评测等现代信息化的流程管理，
加强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标准、 疾病指南、 生产工

艺及现场管理等多学科、 分层次的培训， 配套现场执

法所需的设备进行实操技术训练， 迅速提高职业健康

监督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与执业素养。 建设完整、 规

范、 专业的监督执法培训体系和制定持续改进与能力

考核的规范是快速提升队伍执业能力与内涵建设的有

效方法， 也是开展职业卫生监督人员能力考核的基

础， 进而保障职业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和职业卫生

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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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体系建设与职能完善

目前，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存在教育培训体系

有待完善、 培训模式创新不足、 培训资源有待整合、
培训质量管控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导致职业卫生监督

执法人员缺乏对专业知识与法律法规的理解， 特别是

对职业卫生作业现场的管理与工艺流程管理， 缺乏专

业的人员队伍与设备的支撑。 在现有的职业卫生监督

管理体系中要求省、 市、 县开展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但在实际工作中， 市、 县级专职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人员严重短缺， 导致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不能落实

到基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 ２４ 号） 第十条规定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 将其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统一负责、 领导、 组织、 协调本行政区域的

职业病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 机

制， 统一领导、 指挥职业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加

强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 落实

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制。 乡、 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

应当认真执行本法， 支持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履行职责。” 建立健全省、 市、 县的三级职业卫生监

督职能和乡级现场管理职能， 建设省、 市、 县、 乡的

四级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体系， 建设职能完善的职业卫

生监督执法队伍， 是构建职业病防控网络的重要环节

之一。 根据省、 市、 县、 乡的四级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体系的职能职责， 作好监督人员的能力培养， 建立入

职培训、 任职培训、 强化培训和提升培训的终身培训

体系， 并将 “互联网＋教育” 理念融入监督培训工作

中［４］是监督人员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

４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需要疾控中心、 职防院及

其他职业卫生服务机构等技术支撑机构的团队合作，
才能使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更专业、 更快捷、 更有

针对性、 更有数据支撑，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建立监

督主导、 专家团队指导、 技术机构支撑、 行政部门评

估与处置的监督管理构架。
加强疾控中心、 职防院及其他职业卫生服务机构

等技术支撑机构的能力建设， 应纳入职业卫生监督执

法能力建设的范畴， 根据疾控中心、 职防院及其他职

业卫生服务机构的职能职责， 强化 “长板效应”， 发

挥各机构的特长， 有效地推进职业卫生监督工作。 同

时， 将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与职业卫生质量控制工

作有机结合， 同步推进， 促进两项工作的快速提升。
质量控制的考核评估为职业卫生监督提供执法依据，
监督执法的效果评估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区域管

理规划和年度计划提供依据。

５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队伍的授权与管理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是卫生健康行政管理的组

成部分， 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一步明确职业卫生监督

执法的主体， 建设省、 市、 县、 乡的四级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体系， 实施区域规划与管理， 合理授权， 严格

管理， 权责明确， 建设一支协调统一、 快速高效、 行

为规范的卫生监督执法体系， 可有效避免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

乡级职业健康监督协管员是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

作的前哨， 将乡级既往的计划生育协管员转化为职业

健康监督协管员， 进行其职能相关的法律法规、 现场

管理、 职业健康监护等知识的培训， 以快速完善县级

职业卫生的日常监督管理。 职业健康监督协管员的职

业卫生日常管理与监督执法的行政管理和技术指导工

作归属县级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６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管理的考核评估体系建设

职业卫生监督是指国家卫生行政机构、 法律法规

授权组织， 依据职业卫生法律、 法规、 规章、 标准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职业卫生相对人实施监督， 掌

握和督促其履行法定义务， 并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的

具体卫生行政行为。 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是授权执

法的主体，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管理的考核评估体系建

设是促进队伍能力提升的有效方法［５⁃８］。 建立省、 市

两级考核评估管理， 完善学习评估、 反馈评估、 行为

评估、 成果评估的考核评估体系， 指导各地监督执法

机构的监督管理、 环节管理、 执法裁量、 信息管理、
综合评估， 促进提高、 持续改进的全方位、 分层级管

理模式， 能有效促进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的能力提升，
推动职业卫生全流程管理后的卫生监督执法新模式。
　 　 通过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培训体系建设， 快速补齐

各级监督机构的人才短板， 强化对重点行业、 重点企

业的监控， 规范辖区内的职业危害严重企业的日常监

督检查， 健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 职业卫生行政管理

机构、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的程序化和标

（下转第 ４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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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 １％。 可以理解为若产品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低

于浓度限值， 即使是致癌物质在 ＭＳＤＳ 中也可以不标

注。 综上， 在职业卫生检测工作中仅以 ＭＳＤＳ 确定危

害因素， 会发生识别不全的现象。

２　 职业卫生苯检测中 ＭＳＤＳ 应用现状

当苯浓度＜０ １％时， 产品 ＭＳＤＳ 成分信息中可以

不进行标注。 这种情况给实际工作中苯危害的认定造

成很大不便。 若未对原辅材料开展苯的定性分析， 检

测时很容易被漏掉， 造成识别不全。 通过 ＭＳＤＳ 和经

验判定两种方式进行危害因素的识别， 在实际工作中

结果往往是相反的， 直接导致同一行业苯接触人群的

混乱。 以石景山区 ２０１８ 年重点职业病监测结果为例，
监测范围内喷漆行业和加油站共计 ４４ 家。 其中现状

评价报告 １１ 份、 检测报告 ３３ 份， 识别苯并开展检测

的用人单位共 １２ 家。 所有用人单位提供的 ＭＳＤＳ 均

无苯， 检测前均未开展原辅材料分析， 苯的检测结果

全部低于检出限。 见表 １。

表 １　 职业危害因素苯检测及现状评价报告情况

行业
检测报告 现状评价报告

识别 未识别 识别 未识别
合计

喷漆行业 ８ １２ ２ ８ ３０

加油站 ２ １１ ０ １ １４

合计 １０ ２３ ２ ９ ４４

由表 １ 可见， 同一行业， 日常检测和现状评价报

告中苯的识别率较低。 由于 ＭＳＤＳ 的相关规定及未做

原辅材料成分分析， 同时所有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苯， ４４ 家用人单位作业环境中苯的分布情况无法确

定， 实际接触状况不明。

３　 影响及建议

苯作为确认人类致癌物对劳动者损害极大。 有研

究表明， 低浓度苯接触仍会导致健康损害［１，２］。 同时，
苯作为全国重点职业病监测项目， 对接触人群的确定

非常重要。 目前的情况给监管部门和用人单位日常工

作管理带来较大困扰。 对劳动者而言， 接触危害因素

状态不明确， 职业健康监护缺位或过度， 会衍生出许

多其他矛盾。
在目前 ＭＳＤＳ 相关标准未改变的情况下， 特别是

在危害因素认定方面， 应积极开展原辅材料成分分

析， 做到有的放矢， 以便明确接触人群， 保护劳动者

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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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王斌  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互联网＋” 背景下的创新路径

［Ｊ］ ． 中国远程教育， ２０１９ （６）： ７１⁃７６

［５］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Ｆａｄｚｉｌａｈ，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３ （４６５⁃４６６）： １１５５⁃１１５９

［６］ Ｍａｒｈａｖｉｌａｓ Ｐ， Ｋｏｕｌｏｕｒｉｏｔｉｓ Ｄ， 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Ｌ，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ｓ ａ ｆｒ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０）： ３６６３

［７］ Ｒｏｂｓｏｎ ＬＳ， Ｃｌａｒｋｅ ＪＡ， Ｃｕｌｌｅｎ Ｋ，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４５）： ３２９⁃３５３

［８］ Ｓｉｎｅｌｎｉｋｏｖ， Ｉｎｏｕｙｅ， Ｋｅｒ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７２）： ２４０⁃２４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１１）

·３７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３３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