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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劳动卫生法制管理的体会

张一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 “三资”企业及

私营企业的不断增多 ,劳动卫生工作出现了新问题。因

此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订的 “行政管理模式”的法规

就显得难以适应。此外 ,卫生部门、劳动部门与环保部

门的 “交叉管理”、 “多头管理”、 “法规重叠” 等 , 也给

劳动卫生工作 ,特别是定期健康监护带来不少困难。要

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应尽快建立和健全法制管理 ,强化

监督执法。 现就这一问题谈几点体会。

1　实施 《劳动卫生许可证》制度是定期健康监护法制

管理的有力措施

1994年 9月 ,广东省人大对 1988年颁布的 《广东

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中若干条款进行了修改 ,其中规

定劳动卫生监察机构对接触有害因素的生产场所实行

《劳动卫生许可证制度》 , 这是劳动卫生工作法制管理

的有力保证。我院自 1995年初起在全市范围全面实施

《许可证》制度 , 使定期健康监护工作更规范化、 法制

化 ,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1. 1　实施 《许可证》 制度的现实意义

目前 ,三资、私营企业遍及城乡 ,一些具有明显毒

害或产生远期损害效应的作业从境外转向国内 , 从城

市转嫁乡村。许多农民加入了工人队伍 ,他们缺乏工业

生产知识 ,未经岗前培训就直接上岗 ,加之自我保健能

力差 ,所以伤亡事故、急性及慢性职业中毒事故经常发

生。

《许可证》制度的实施 ,进一步强化劳动卫生法制

管理 ,推动一系列劳动卫生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就业

前的健康检查和定期健康监护 , 确保了工人健康状况

的定期系统监控 ,减少了职业病的发生 ,延缓了职业病

的发展。定期对生产环境进行监测 ,促使生产者改善劳

动环境条件。建立工业企业卫生档案和工人健康档案 ,

使工人健康监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管理的轨道。 《许可证》 制度的实施 , 为加深企业管理

者的劳动卫生意识 ,增强其劳动卫生观念 ,完善企业管

理机制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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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许可证》 制度的实施办法

1. 2. 1　利用报纸、 电视、 电台、 墙报、 专栏及印发

小册子 , 大力宣传 (宣传到车间班组 ) 实行 《许可证》

制度的法规依据、意义及具体做法 ,分期举办厂长、经

理学习班 ,学习劳动卫生知识、有关劳动卫生和职业健

康监护的法律和法规及发放 《许可证》的条件、标准和

程序。

1. 2. 2　要求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成立劳动卫生管理

机构 , 按规定填报 “劳动卫生许可证申请审批表” 和

“劳动卫生考评评分标准表”。

1. 2. 3　必须按规定进行有害因素监测并符合国家容

许浓度标准。

1. 2. 4　必须按规定进行职工职业性健康检查 , 受检

率和职工健康建卡率达 90%以上。

1. 2. 5　以上 4项工作完成后 , 由市劳动卫生监察所

派出考评小组到现场进行评审与考核。

得分 100分为满分 , 90分以上为优秀 , 80分以上

为合格 , 合格者发给 《劳动卫生许可证》 , 不合格者发

给 “劳动卫生整改指令书”限期整改 ,逾期不改者按法

规进行处罚。 新建、 扩建、 改建企业必须持有 《许可

证》 方准予投产。

自 1995年初实行 《许可证》 制度以来 , 我市数百

家较具规模的生产经营单位中 ,申请办理 《许可证》的

达 70%以上 , 审查发放 《许可证》 的监督管理覆盖面

已达 80% , 已领取 《许可证》 的单位占 23. 6%。

2　加强执法力度 , 提高执法水平

2. 1　做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监督员在执法的时候要严格执行监察程序 , 要有

两名以上监察员同时执法 ,执法时应身穿制服 ,出示证

件 ,严格书写现场监督记录 ,特别详细记录违反法律法

规的条款 ,提出现场处理意见 ,必要时发出 “整改指令

书”。 对拒不整改者 , 坚决处罚。 我们在实施 《许可

证》制度过程中 ,有两个单位拒不执行处罚决定 ,也不

申请复议或起诉 , 15天后我们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

于各步工作符合法律程序 ,取证充分 ,量罚恰当 ,法院

依法强制执行了处罚。通过这次执法的全过程 ,对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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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同样心理的管理者也起到警示作用。

2. 2　提高执法水平

2. 2. 1　执法者只有学好法 ,理解法 ,才能用好法。我

们每周安排监督员学法课时 ,定期、不定期进行法律知

识测验 ,把测验成绩与评奖、 年终考核、 聘任、 晋升挂

钩。

2. 2. 2　严格执法程序。要求人人熟识执法程序 , 严

格按卫生部 《卫监发 ( 92) 14号文》 规范书写执法文

书。在取证时 , 尽量使用摄像、 录像、 录音等 , 对企业

劳动卫生评价以现场检查记录、 现场监测结果和工人

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为依据 , 日常监测工作必须使用国

际检测方法 ,引用国家卫生标准。如发现执法文书、监

测数据有错漏 ,应及时发出撤消该文号的通知 ,并同时

发出新的、 经修改后的法律文书。

2. 2. 3　向健康监护对象宣传劳动卫生法律、法规。我

们将编印的 《劳动卫生法律法规选编》发到车间班组 ,

在尘毒危害严重的厂矿车间办劳动卫生知识宣传墙

报 , 使广大工人认识到企业有向职工提供符合劳动安

全卫生标准的劳动条件和作业场所的义务 , 工人有享

受定期健康体检的权利。使工人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

初步懂得本岗位的职业危害原因、 发病的常见表现及

掌握基本的预防措施 , 明确了定期健康监护的目的意

义 , 自觉接受体检。

3　做好健康体检的善后工作

体检后迅速做好复查、 资料整理及下达体检结论

工作。体检过程中发现的危重病人、传染病人应立即做

好相应处理 ;对于确诊为职业病的病人 ,需调离原工作

岗位 ,安排治疗疗养 ; 对于观察对象 ,要明确安排复查

时间。全部体检资料整理完毕后 ,结合现场监测资料对

体检工作写出汇报材料 , 内容包括生产环境的有害因

素对生产工人健康的影响分析及预防措施和整改意

见。

通过加强劳动卫生法制管理工作 , 强化了各企业

管理者对劳动卫生管理的法制观念 ; 促使企业管理者

完善劳动卫生管理制度 ,完善劳动卫生防护措施 ,改善

劳动条件 ,消除和防止职业危害 ,减少和控制职业病的

发生与发展 ,有效地保障职工健康 ;并有效地提高工人

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 ,以较少的卫生经费投入 ,取得

较多的经济效益。

(收稿: 1997-02-04　修回: 199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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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肝脏 B型超声波检查

本组 8例肝功能异常患者 , 在抢救 3天后进行 B

型超声波检查 , 有 5例肝前区光点密集增粗 , 亮度增

强 ,后段光点稀疏 ,甚至无光点 ,伴有肝内血管减少变

细的回声等表现 , 这 5例年龄较小 , 中毒前无肝炎病

史 , 考虑可能与有机磷中毒有关 , 有待今后进一步观

察。

触诊检查发现有 10例患者肝大 ,约在锁骨中线肋

缘下 1. 0～ 2. 5cm, 超声波探测肝脏则在肋下 1. 5～

3. 5cm, 但脾脏未发现肿大。

3　讨论

本组血象检查白细胞升高 , 但淋巴细胞及嗜酸性

粒细胞减少 , 此现象可能因有机磷化合物影响肾上腺

皮质所致。

有机磷化合物进入机体后 , 血清胆碱酯酶明显降

低 , 本组胆碱酯酶降低率达 91. 6% , 提示确为有机磷

中毒。

肝功能异常率达 33% , B型超声波检查显示肝脏

有不同程度肿大 ,且有波型异常 ,提示有机磷对肝脏有

损害作用 ,经过 2～ 5周治疗之后 ,前述现象基本恢复 ,

说明有机磷中毒引起肝损害是可逆的。

有机磷中毒对肾脏损害说法不一 , 从患者临床表

现及尿液中有形成分 (细胞 , 管型 ) 及尿蛋白质增多 ,

说明肾小球、肾小管均有急性受损害 ,中毒患者经及时

抢救而好转 ,尿液也迅速恢复 ,病员多在 2～ 5周出院 ,

个别病员 6周出院 ,预后良好 ,上述情况提示抢救有机

磷中毒时一定要注意保护肝、 肾脏。

(收稿: 1995-11-10　修回: 1996-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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