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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是通过结合劳动卫生现场检测结果及

防护措施实施状况对职业健康监护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 对从

事有毒有害工种人员的总体健康状况和企业的职业病发病情

况做出综合评价 , 并提出改进措施和医学指导。 职业健康监

护评价报告是职业健康监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前我国尚未

统一职业健康监护评价的格式和要求 , 为使职业健康监护工

作达到程序化和规范化要求 , 我们对江苏省首批申请职业健

康监护服务资格机构所做的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进行了细

致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来自江苏省 2002 年首批申请职业健康监护服务资格的医疗

机构选送的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各机构自报能够反应目前

评价水平的报告1 份 , 共 30份。其中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份, 所有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 份 , 部分区县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14份 , 企业职工医院及综合性医院2 份。

1.2　方法

根据 2002年以来国家及政府颁布的 《职业病防治法》 等

法律 、 法规 、 规章文件[ 1]的有关要求 , 对选送的职业健康监

护评价报告内容 、 格式等存在问题做相应的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30 家机构所选送的职业健康评价报告 30 份 , 结

果显示 , 报告格式不统一 , 报告质量参差不齐。其中手抄式

报告 3份 , 占 10.0%, 电脑打印 27 份 , 占 90.0%;在报告上

加盖公章的 20份 , 占 66.7%;仅有简单体检结果一览表 、 无

总结报告 4 份 , 占 13.3%;有一览表和总结报告 26 份 , 占

86.7%;有 2份因体检单位已启用健康监护资料输入软件 , 体

检结果一览表内容充实 , 信息量大 , 但评价报告过于简单 ,

没有针对接触毒物分析结果 , 未能体现职业健康监护的真正

目的。报告格式编排比较合理 , 总结内容比较全面 , 表达清

晰的较高质量报告只有 4 份 , 占 13.3%。违规在个体健康评

定上给出职业病诊断的 3 份 , 占 10.0%;轻易考虑为外来原

因或原因不明确 , 而又指出目标疾病的 2份 , 占 6.7%。

2.2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

分析结果发现 ,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主要存在问题包

括未提供现场监测结果 、 未介绍防护情况 、 未计算受检率和

体检项目不规范等 , 详见表 1。

表 1　30份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分析

标明毒

害名称

体检项

目规范

提供现场

监测结果

介绍防护

措施

计算

受检率

体检结果

分析总结

提出建议及

医学指导

分析异常率

与职业相关性

份数 22 14 1 8 8 26 19 12

构成 (%) 73.3 46.7 3.3 26.7 26.7 86.7 63.3 40.0

2.3　职业健康监护结果

送审材料中职业健康监护结果未标明接触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名称 、 接触工龄 、 相应的特殊检查项目 、 处理意见和个

体健康评价的仍占 1/ 4～ 1/3。详见表 2。

表 2　30份 《职业健康监护结果一览表》 提供信息情况

危害因

素名称
工龄

常规检

查项目

特殊检

查项目
性别 出生年月 症状体征 个人嗜好 处理意见

个体健

康评价

份数 20 19 28 25 18 17 13 3 22 22

构成 (%) 66.7 63.3 93.3 83.3 60.0 56.7 43.3 10.0 73.3 73.3

3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 , 评价报告格式不统一 , 内容缺乏科学性 、

全面性 、 严谨性。 由于日常工作中有害因素现场检测与作业

工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通常是各自独立开展 , 对资料共享没

有予以足够重视 , 两者的脱节在所难免。 因此 , 造成本次调

查中出现健康监护评价报告中仅有一份提及企业职业卫生现

场检测的结果。另外 , 体检机构通常也忽视询问企业防护措

施的使用管理情况 , 在报告中仅有8 份 (占26.7%)提到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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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落实情况 , 致使职业健康监护评价脱离现场资料 , 缺乏

针对性 , 个体评价也存在不规范现象[ 2 , 3] 。因此 , 有必要加强

对从事职业健康检查人员的培训 , 制定统一评价格式 , 以提

高职业健康监护质量。

资料保存不完整也是影响评价质量的因素之一。 我们认

为完整的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应包括总结报告 (或评价)

及具体体检结果两部分 , 及时录入体检结果建立数据库是做

好完整的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的基础。部分机构已将体检

结果按要求录入健康监护软件 , 完整地保存了体检表上的信

息。但多数机构对体检结果只采用 Excel格式简单按一览表样

式录入管理 , 保存的信息有限 , 仅 10%的机构录入个人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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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的机构录入自觉症状及体征。体检资料保存的不完整 ,

以致无法准确判断体检结果与职业的相关性。

本次调查结果还提示 , 评价报告中反映出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的不规范。在选送的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中仍有高达

46.7%的报告反应出所列体检项目不按有关规定执行 , 尽管卫

生部颁发的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1] 中已明确指出了职业

健康监护的检查项目和周期 , 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存在一

些问题 , 如部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因相关仪器设备严重缺乏 ,

只能停留于一般性的检查 , 尤其是无法开展有毒工种从业人

员特殊的检查项目;而有些机构则过于强调经济效益 , 对一

些成本高 、 难度大 、 效益差的项目则少检或不检。如对放射

从业人员未开展微核率的检查 , 却做 CEA 检测。因此 , 加强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服务质量监管很有必要。

鉴于上述 , 我省制定了一整套职业健康监护评价工作程

序 、 考核办法和评价指标 , 统一评价的内容和格式 , 并定期

监督检查 , 同时定期加强对从事职业健康检查人员的培训 ,

提倡统一使用职业健康监护资料处理软件 , 确保职业健康监

护评价工作顺利 、 高效地完成。

总之 ,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质量的好坏关系到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整体水平[ 4] , 因此职业卫生服务机构应给予足够

重视。评价报告具体格式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 相信随着即将

颁布的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的实施 , 通过职业卫生工

作者的不断探索 ,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各个环节将会日臻完

善 , 评价报告将会更严谨 、 客观 、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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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农民工维权投诉案的处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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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职业病防治法》 的贯彻实施 , 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在不断加强 ,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 , 到卫生监督部门

投诉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案件有所增加。 投诉中最突出的是

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监护管理问题。现就最近解决的两起投

诉案例进行分析 , 供同行们借鉴。

1　案例介绍

【案例 1】农民工甲 , 男 , 36 岁 , 1998年 10 月至 2003年 3

月在山西一煤矿从事掘煤工 , 2003 年 12 月到宁波某精铸厂从

事大炉浇铸工种的粉尘作业 , 2005 年 9 月 20 日向厂方提出辞

职。用人单位即安排其到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离岗时职

业健康检查 , 《体检报告书》 上的体检结果为 “两肺纹理增多

增粗” , 未提出处理意见。次日离厂。 9月 22日甲又进入宁波

某精密铸造公司继续从事大炉浇铸工种的粉尘作业 , 在进厂

工作 5 d后 , 即 9 月 27 日用人单位组织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甲的体检结果与处理意见为 “两肺野似可见圆形小阴影 , 建

议送市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诊断” 。在被告知甲的体检结果

后 , 前后两家企业都不愿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责任。 2005 年

10 月 18 日甲来本监督所投诉。卫生监督员在经过调查和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检测评价后认为 , 甲反映的情况

基本属实 , 前后两家用人单位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基本相同 ,

都存在严重的粉尘危害。

在通过合议后一致认为 , 某精密铸造公司在 9 月 27 日组

织的健康体检应该属于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 理应承担

职业病诊断的责任。在卫生监督员多次去电话和派人宣传讲

解 , 而该公司都置之不理的情况下 , 遂向该公司下发 《卫生

监督意见书》 , 在提出的改正期限内该公司未予改正 , 2006 年

1 月 9日遂向该企业下发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给予警告处

罚 , 限期 7天内改正。

2006年 1 月 16日 , 精密铸造公司派员陪同甲去市职业病

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断。诊断机构不予受理 , 理由是甲在

该企业仅工作 5 d , 应该由前一家用人单位负责职业病诊断的

申请。事后当地镇政府和精密铸造公司的某些人在多种场合

公开指责本卫生监督所执法不当。事情处于僵持状态。在此

期间 , 甲多次到市总工会 、 劳动 、 信访 、 卫生等相关部门投

诉。最后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宁波某精密铸造公司是甲

的最后用人单位 , 应承担职业病诊断的义务。 2006年 8 月 11

日甲被诊断为Ⅰ期尘肺。目前 , 甲正进行职业病致残程度鉴

定 , 进入赔偿程序。

【案例 2】农民工乙 , 55 岁 , 1996 年 5 月进入某铸造厂从

事存在粉尘危害的搪壳工种 , 2004 年 5 月底自行离厂。 2004

年6 月入某机械厂做杂工 , 兼职油漆工 , 2005 年 8 月 20 日以

身体不适 , 需要治疗的原因离厂。在 1996 年至 2005年 8月的

这段时期内乙均未接受过用人单位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 离

厂后在医院以 “肺结核” 治疗 , 未见好转 , 医生怀疑有尘肺

可能。2006 年 1 月 11日乙来卫生监督所投诉。在经过与最后

用人单位的联系后 , 该机械厂同意到有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补做油漆工种的离岗时体检。由于在 《职业健康监护管

理办法》 中对接触苯及苯系物的检查项目中没有胸部 X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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