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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湖北省 106 家基层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的

统计分析显示, 2021 年湖北省基层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

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1
 

935 人, 专业以临床医学为主, 职称以初

级及以下为主, 文化程度以专科及以下为主。 市 / 州机构均能

够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和职业危害风险评估工作, 县 / 区
机构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开展相对较多。 粉尘及放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检查基本实现市 / 州机构全覆盖, 61. 00%的县 / 区
机构具备粉尘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能力, 市 / 州和县 / 区机

构均以接触有害生物因素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能力最为薄

弱。 提示应持续加强我省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提

升基层职业病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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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取得

了积 极 进 展, 初 步 建 立 了 以 疾 控 中 心、 职 防 院

(所)、 综合性医院为主体, 以国有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中介机构为补充的技术支撑网络, 职业病

防治技术支撑机构成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中坚力

量[1] 。 基层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 特别是基层疾

控中心、 职防院(所) 承担着国家职业病防治项目和

职业健康技术服务质量控制等工作, 为职业病防治工

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 受近年来国家停征

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影响, 以疾控中心为主的

技术支撑体系服务大幅萎缩或停止开展, 技术支撑所

需的人力、 物力、 财力保障严重不足[2-3] 。 为掌握基

层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基本情况, 更好地推进湖

北省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能力建设, 我们于

2021 年对全省基层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能力现

状进行了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湖北省卫生健康系统所属的基层 (市 /
州、 县 / 区) 职业病防治院(所)和承担职业病防治职

责的疾控中心。
1. 2　 方法　 采用 2021 年度 “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

构管理模块” 信息, 内容包括人才队伍、 技术支撑与

相关资质、 实验室检测能力、 风险评估能力、 职业健

康检查能力等。 其中, 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为所学

专业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职业卫生、 劳动卫生等

或从事职业卫生相关工作 > 2 年的技术人员; 放射卫

生专业人员为所学专业为核工程类、 核物理、 放射医

学、 放射化学、 辐射防护等或从事放射卫生相关工作

> 2 年的技术人员。
1. 3　 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 采用

Rversion
 

4. 2. 1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

用比例或例数进行描述性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和 χ2 检验。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湖北省卫生健康系统所属基层职业

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共 106 家, 其中, 市 / 州 14 家

(襄阳地区 2 家)、 县 / 区 92 家 [部分县 / 区无承担职

业病防治职责的疾控中心或职业病防治院 (所)]。
2. 2　 专业技术人员　 本次调查专业人员 1

 

935 人, 其中

市 / 州 511 人 (26. 41%)、 县 / 区 1
 

424 人 (73. 59%)。 按

专业划分, 市 / 州机构人员以职业卫生为主 (129 人,
25. 24%), 县 / 区机构人员以临床医学为主 (421 人,
29. 56%), 80%的职业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市 / 州工作;
按职称划分, 市 / 州机构以中级为主 (223 人, 43. 64%),
县 / 区机构以初级及以下为主 (657 人, 46. 14%); 按

文化程度划分, 市 / 州和县 / 区机构专科及以下分别有

126 人 (24. 66%)、 763 人 (53. 58%), 博士均在市 / 州
工作。 市 / 州人员专业、 职称及文化程度均显著优于县 /
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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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人(%)]

特征因素 市 / 州 县 / 区 合计

专业

　 职业卫生 129 (25. 24)
 

305 (21. 42)
 

434 (22. 43)

　 放射卫生 62 (12. 13) 114 (8. 01) 176 (9. 10)

　 检测检验 88 (17. 22) 383 (26. 90) 471 (24. 34)

　 职业卫生工程技术 24 (4. 70)
 

6 (0. 42) 30 (1. 55)

　 临床医学 122 (23. 87) 421 (29. 56) 543 (28. 06)

　 其他 86 (16. 83) 195 (13. 69) 281 (14. 52)

职称

　 高级 94 (18. 40) 186 (13. 06) 280 (14. 47)

　 中级 223 (43. 64) 581 (40. 80) 804 (41. 55)

　 初级及以下 194 (37. 96) 657 (46. 14) 851 (43. 98)

文化程度

　 博士 21 (4. 11) 0 21 (1. 09)

　 硕士 118 (23. 09) 24 (1. 69) 142 (7. 34)

　 本科 246 (48. 14) 637 (44. 73) 883 (45. 63)

　 专科及以下 126 (24. 66) 763 (53. 58) 889 (45. 94)

2. 3　 技术支撑与相关资质　 全省市 / 州机构均能承担

职业病监测、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以及职业病诊断工

作, 但基层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中仅武汉市职业

病防治院、 襄阳市职业病防治院具备职业病救治能

力。 超过半数县 / 区机构具备职业病监测 (68. 48%)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78. 26%) 能力, 仅大悟县、
洪湖市两地具备职业病诊断能力, 县 / 区机构均不具

备职业病救治能力。 市 / 州和县 / 区机构职业病监测和

职业病诊断能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职

业健康服务相关资质或能力方面, 市 / 州和县 / 区机构

在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资质、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及

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化学品毒品鉴定机构备案均无。 详见表 2。
2. 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能力　 调查机构化学因素

检测能力方面, 粉尘类检测种类相对较多, 其他化合

物检测种类较少。 其中, 5 项粉尘因素检测, 市 / 州
机构平均可以完成 3. 64 项, 县 / 区机构平均可以完成

表 2　 各级机构技术支撑能力及相关资质情况
 

[家(%)]

　 　 　 支撑能力 / 资质 　 市 / 州 县 / 区 t P

技术支撑能力

　 职业病监测 13 (92. 86) 63 (68. 48)
 

2. 820 <0. 050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13 (92. 86) 72 (78. 26)
 

1. 748
  

0. 093

　 职业病诊断 13 (92. 86) 2 (2. 17) 12. 415 <0. 001

　 职业病救治 2 (14. 29) 0
 

1. 472
  

0. 165

职业健康技术服务相关资质或能力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 7 (50. 00) 22 (23. 91)
 

1. 790
  

0. 093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资质 11 (78. 57) 11 (11. 96)
 

5. 608 <0. 001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 14 (100. 00) 56 (60. 87)
 

7. 649 <0. 001

　 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 13 (92. 86) 0 13. 000 <0. 001

　 职业病救治机构备案 2 (14. 29) 0
 

1. 472
  

0. 165
  

1. 58 项; 15 项物理因素检测, 市 / 州平均可以完成

7. 29 项, 县 / 区平均可以完成 2. 78 项; 17 项放射性

因素检测, 市 / 州平均可以完成 3. 93 项, 县 / 区机构

平均可以完成 0. 43 项。 除化学因素中其他化合物外,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能力市 / 州机构均显著优于县 /
区机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详见表 3。
2. 5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能力　 调查机构职业健康风

险评估能力方面, 市 / 州机构均能够开展职业病危害

因素辨识和职业危害风险评估, 评估能力相对薄弱的

为高温作业分级, 14 家市 / 州机构中有 10 家具备该

项能力 (71. 43%); 县 / 区级机构能够开展的风险

评估项目以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为主 ( 39. 13%) ,
毒物作业分级能力最为薄弱 ( 9. 78%) 。 本次调查

表 3　 各级机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能力 [项]

危害因素 项目数 市 / 州 县 / 区 t P

化学因素

　 粉尘 5 3. 64 1. 58 5. 252
 

3 <0. 001

　 金属 26 13. 43 2. 68 4. 089
 

5 <0. 001

　 非金属 11 6. 36 1. 63 4. 152
 

5 <0. 001

　 有机化合物 37 16. 71 1. 01 4. 394
 

9 <0. 001

　 农药 3 2. 00 0. 26 4. 337
 

8 <0. 001

　 其他化合物 2 0. 14 0. 02 0. 838
 

2
  

0. 416
 

4

物理因素 15 7. 29 2. 78 5. 310
 

9 <0. 01

放射性因素 17 3. 93 0. 43 5. 072
 

8 <0. 01

的各项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能力市 / 州均优于县 / 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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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能力情况 [家(%)]

风险评估能力 市 / 州 县 / 区 t P

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 13 (92. 86) 36 (39. 13) 6. 115
 

0 <0. 001

职业病危害风险评估 13 (92. 86) 20 (21. 74) 8. 517
 

5 <0. 001

　 劳动强度分级 12 (85. 71) 13 (14. 13) 6. 903
 

3 <0. 001

　 粉尘作业分级 11 (78. 57) 17 (18. 48) 4. 972
 

2 <0. 001

　 毒物作业分级 11 (78. 57) 9 (9. 78) 5. 830
 

2 <0. 001

　 噪声作业分级 11 (78. 57) 18 (19. 57) 4. 869
 

9 <0. 001

　 高温作业分级 10 (71. 43) 15 (16. 30) 4. 203
 

4 <0. 001

2. 6　 职业健康检查能力　 调查机构职业健康检查能

力方面, 市 / 州机构基本具备粉尘、 放射作业人员职

业健康检查能力。 县 / 区机构 61. 00%具备粉尘作业

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能力, 5. 00%具备放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检查能力。 对接触物理因素作业人员职业健康

检查能力相对较好, 接触生物因素检查能力相对较

弱。 9 项特殊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市 / 州机构平

均可完成 4. 93 项, 县 / 区平均可完成 1. 85 项。 除接

触生物因素外, 其余各项职业健康检查能力市 / 州机

构均显著优于县 / 区机构 (P<0. 05)。 详见表 5。

表 5　 湖北省基层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检查能力均值 [项(%)]

职业健康检查能力 项目数
市 / 州 县 / 区

机构检测能力均值 机构占比 (%) 机构检测能力均值 机构占比 (%)
t P

接触化学因素 57 36. 29 63. 67 8. 29 14. 54 4. 778
 

5 <0. 001

接触物理因素
 

6 4. 00 66. 67 1. 61 26. 83 4. 025
 

8 <0. 001

接触生物因素
 

2 0. 14 7. 00 0. 09 4. 50 0. 544
 

7 0. 593

特殊作业
 

9 4. 93 54. 78 1. 85 20. 56 3. 306
 

8 <0. 05

粉尘作业 — — 93. 00 — 61. 00 3. 640
 

7 <0. 05

放射作业 — — 93. 00 — 5. 00
 

11. 613
 

0 <0. 001

　 　 注: “—” 表缺失, 调查问卷中未分项统计。

3　 讨　 论

3. 1　 存在的问题

3. 1. 1　 人力资源紧缺　 湖北省基层职业病防治技术

支撑机构现有 1
 

935 人, 但大部分人员并不具有职业

卫生专业背景。 464 名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 (职
业卫生和工程技术), 市 / 州机构平均每家 10. 93 人,
县 / 区机构平均每家 3. 38 人; 176 名放射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中, 市 / 州机构平均每家 4. 43 人, 县 / 区机构

平均每家 1. 23 人, 均远远低于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

通知》 (国卫办职健发 [2021] 2 号) 的要求。
3. 1. 2　 人员结构分布不合理 　 一是县 / 区小、 微型

企业较多, 职业危害相对严重, 需要职业卫生工作人

员进行现场检测, 及时评价职业危害状况, 但县 / 区
工作人员大多为临床医学、 检测检验等专业背景, 难

以胜任现场劳动卫生评价工作; 二是基层仅有 30 名

职业卫生工程技术人员, 且 80%分布在市 / 州机构,
不利于推进落实工业企业职业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三

是县 / 区机构缺乏高学历人才, 此次调查中所有博士

及 83. 10%的硕士集中在市 / 州机构层面。
3. 1. 3　 具备资质的服务机构数量少　 除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备案数量超过本次调查机构的 50% (70 家)

外, 具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放射卫生技术

服务资质、 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及职业病救治机构备

案的数量较少, 化学品毒品鉴定机构备案尚无, 无法

满足我省 9. 23 万家制造业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需求[4] 。
3. 1. 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能力弱, 技术支撑网络不

健全　 在 92 家县 / 区机构中仅 63 家能够开展职业病

监测、 72 家能够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 大

部分县 / 区机构职业健康技术服务相关资质或能力不

健全, 即使具备有关资质也仅能完成部分项目的检测

与评估工作, 无法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职业病防治技

术支撑服务, 距离我省的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具备区域内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能力” 以及

“十四五” 职业病防治规划目标有较大差距[5] 。 市 /
州机构仅武汉市、 襄阳市具备职业病救治能力, 县 /
区机构均不具备。
3. 2　 建议

3. 2. 1　 加强人才培养力度　 加强基层职业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 争取政策支持, 扩大编制, 吸引专业技术

人员, 优化机构人员结构配置。 健全职业卫生技术培

训体系, 对现有工作人员定期培训, 提高规范操作能

力。 落实好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项目, 加强与上级部

门及其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水平较高机构的交流学

(下转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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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CO、 CO2 泄漏导致急性中毒的应急防护。
选矿工序破碎机、 振动筛、 球磨机、 风机, 重烧

研磨压球工段球磨机、 压球机、 收尘风机、 分级机、
振动筛, 重烧工段罗茨风机、 输送机、 助燃风机等场

所的噪声声级均 > 90
 

dB( A), 重烧及研磨压球操作

岗位噪声暴露声级超标。 其超标原因主要为车间内产

生噪声的设备较多, 且集中布置, 劳动者接触噪声时

间长。 选矿工序的高噪声设备相对分散, 劳动者以巡

检为主, 未出现噪声暴露声级超标现象。
该企业配备专人负责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并制定

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但整体管理水平不高, 职业

病危害告知、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不完善。 劳动者职业病防护意识较差, 作业中不佩戴

个人防护用品, 不愿接受职业健康检查。

4　 建　 议

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炉窑改造力度, 加大除

尘设备投入, 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卫生行政

部门应加强职业卫生监管力度, 监督企业完善职业病

防护设施, 提高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企业应将选矿工序破碎工段破碎、 筛分皮带输

送, 重烧工序研磨压球工段给料、 收尘风机、 分级

机、 物料输送、 振动筛, 重烧工段竖窑本体及给料机

等作为粉尘关键控制点, 将选矿工序破碎机、 振动

筛、 球磨机、 风机, 重烧及研磨压球工段球磨机、 压

球机、 收尘风机、 分级机、 振动筛, 重烧工段罗茨风

机、 输送机、 助燃风机等作为噪声关键控制点, 重点

关注上述工作场所的防尘和减振降噪措施。 一方面完

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 加强对生产设备、 职业病防

护设施的维修维护, 产尘环节做到严格密闭, 及时清

理工作场所的积尘; 另一方面, 尽量减少劳动者在高

粉尘、 高噪声场所的停留时间; 监督劳动者正确佩戴

个人防护用品。 企业应重视对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及劳

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防护意识, 加强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 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

动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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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与省内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合作, 培养 “职业

卫生+工程” 复合型人才, 突破当前工程防护人才匮

乏的现状。
3. 2. 2　 加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能力建设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结合辖区职业病防治工作实际, 以公共卫生

体系改革为契机, 因地制宜, 合理配置职业卫生服务

资源, 打造 “省—市—县” 三级职业病防治技术支

撑体系, 为基层配备必需的仪器设备, 提升和扩展检

验、 监测能力, 补齐技术服务短板。 提升职业病诊疗

康复机构服务水平, 指导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加

强能力建设。 建立有效的政府购买服务财政保障机

制, 完善职业卫生服务管理和保障制度, 进一步健全

激励机制, 推动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积极承担属

地职业卫生社会化服务工作, 为中、 小、 微型企业提

供职业健康咨询、 检测、 培训等服务, 提高基层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效率[6] 。
3. 2. 3　 加强质量控制与引导　 按照 “双随机、 一公

开” 的有关规定, 指定专门机构从事全省职业病防

治技术指导及质量管理, 定期开展职业病防治技术支

撑机构评估检查和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 通过阶段性

质量考核促进机构不断提升技术服务能力。 对尚不具

备独立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任务的基层机构, 建

议定期组织开展集中培训和技术指导帮扶, 通过能力

验证考核方式, 逐步满足企业职业卫生监测工作的

需要[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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