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国家和各行业根据发展不断发布新法规标准 , 如 2007年

11月实施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

有害因素》 (GBZ2.1— 2007)和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2.2— 2007)等一系列新

标准。在档案管理中不仅要将评价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收

集全 , 还应及时更新 , 保证评价工作中使用最新版本法规和

标准 , 防止引用过时的或已废止的标准。

3.4　评价项目档案。每个评价项目完成后 15天内 , 评价组

长对项目内容进行整理 , 并将项目相关资料交科室档案管理

员归档 , 交接时填写资料交接记录并注明需要保存的时间。

评价项目档案夹中主要留存的资料有:委托书 、 技术服务合

同 、 合同审核记录 、 评价任务单 、 调查方案及方案审核记录 、

评价方案及方案审核记录 、 现场检测方案及审核记录 、 现场

调查记录 、 现场采样记录 、 现场检测记录 、 实验室分析记录 、

评价报告书内审记录 、 控制效果评价项目整改意见 、 整改后

现场检测方案 、 报告书专家评审会通知 、 专家评审会日程 、

专家评审会会议签到册 、 专家评审会记录 、 专家评审意见 、

报告书送审稿 、 报告书修改单 、 全程监督记录 、 评价报告书

正式稿 、 评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其他相关说明。

3.5　评价参考资料。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几乎涉及各行

业 , 因此 , 评价机构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收集有关各行业生产

工艺和防护等方面的书籍和其他参考资料 , 对其进行归档管

理 , 使资源共享。

3.6　评价培训资料。评价机构人员参加培训 , 掌握评价工作

的最新动态 , 培训结束后传达学习心得并保存培训资料。另

外 , 省级职防机构有责任对下级机构和企业进行与评价相关

的培训。

4　讨论

自 2002年 5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及

部分配套法规颁布实施以来 , 职业病防治工作逐渐走上法制

化 、 规范化的道路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作为职业病危害

的源头控制重要环节 , 在职业病防治管理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 [ 2] 。为防止因建设单位对技术资料的恶意隐瞒 , 评价机构建

立技术资料承诺程序 , 要求建设单位书面承诺提供的技术资料

真实。同时评价机构建立技术资料和文件立档保存程序, 以便

一旦出现法律纠纷 , 可以立即调出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进行查

阅 [ 3] 。评价机构对现场调查 、 现场检测、 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原

始记录归档保存 , 使评价报告数据具有可溯源性。

但评价企业数目多 , 评价工作量大 , 在现场工作 、 实验

室检测和报告书撰写等工作的同时 , 为保证评价质量和档案

齐全 , 必须在评价工作各环节完成各种方案的书写和审核 ,

加大评价工作量 , 在实际工作中探讨使用审核表等形式对一

些环节进行简化 , 或者重点保留关键控制点的审核。

作为依法向用人单位提供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机

构 , 加强和不断完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档案管理工

作 , 使职业病危害评价过程更加规范 , 是保证评价机构出具

的评价报告具有公正 、 有效和准确性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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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并参照职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模式 [ 1～ 3] , 我们于 2007 ～ 2008年在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进行

了职业危害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的应用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以湖北十堰地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所属 36家单位 (子公

司或专业厂)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职业危害分类　按照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程度和东风公

司 (十堰地区)实际情况 , 将用人单位分为职业病危害甲 、

乙二类。有下列七类情形之一的均为职业病危害甲类的用人

单位: (1)可能产生在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

(GB5044— 85)中危害程度为 “高度或极度危害 ” 的化学物

质的;(2)放射性因素 , 即加速器 、 放射治疗装置 、 工业探

伤机 、 甲级开放型放射性同位素工作场所和放射性物质贮存

库等装置或场所的;(3)可能产生含游离二氧化硅 10%以上

粉尘的;(4)可能产生石棉纤维粉尘的;(5)列入 《高毒物

品目录》 (2003年版)的毒物;(6)卫生部规定的其他应列

入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范围的;(7)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

数 50人以上的。其余均为职业病危害乙类的用人单位。

1.2.2　量化评定方法　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 及配套法规 ,

并参照有关职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模式 , 制定 《东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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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十堰地区)职业卫生量化分级评分表 》 (见表 1)。量化

分级评分表由 6个方面 27项内容组成 , 满分为 100分。凡被

检查的用人单位没有评分表中的某些项目 , 则相应的项目不

予打分 , 并将该项分值从总分中扣除。对此得出的量化分值

进行标化 , 用标化分值确定该用人单位的最后得分。标化分

值计算:标化分 =考核评定表各项目得分总计 ÷扣除缺项分

值后的总得分 ×100%。

表 1　东风公司 (十堰地区)职业卫生量化分级评分表

项目 内容 分值

组织机构 、 职责及

制度建设 (10分)

设置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 、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及专 (兼)职人员 3

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2

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3

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

前期预防

(20分)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和管理 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审核管理 3

材料和设备管理 2

生产布局合理 , 有害和无害作业分开 5

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 、 有害工作场所设置报警装置 , 配置现场急救用品 ,

应急撤离通道 , 配置必要的泄险区 , 配置冲洗设备
5

职业卫生日常管理

(25分)

按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 评价 5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5

检测 、 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5

配备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5

配备符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5

职业健康监护

(20分)

有职业健康监护委托书 , 有健康体检制度和计划 5

按规定组织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及应急性的职业健康检查 5

职业禁忌证和特殊人群管理 5

定期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 对劳动者履行告知义务 5

职业病诊断

与病人保障

(15分)

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职业病人 、 疑似职业病人 2

积极安排劳动者、 疑似职业病患者进行职业病诊断 、 鉴定 3

安排职业病人进行治疗 、 定期检查 、 康复 5

妥善安置职业病人 3

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 、 鉴定所需要的资料 2

建立健全职业

卫生档案 (10分)

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5

建立健全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符合要求 , 并妥善保管 5

1.2.3　量化分级方法　根据评分结果确定职业卫生等级:85

分以上 (含 85分)为 A级 、 60 ～ 84分的为 B级 、 不到 60分

的为 C级 , 其中用人单位年度内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 、

慢性职业病病人以及未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与审核

或未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或年度内因违反 《职业病防治

法》 , 受到警告以上 (含警告)行政处罚中的某一项直接评

定为 C极。

1.2.4　分级管理　职业卫生管理等级分为Ⅰ 、 Ⅱ 、 Ⅲ 、 Ⅳ共

四级。

Ⅰ级:监督工作以指导为主 , 向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防

治信息 , 推动其自律。

Ⅱ级:监督工作指导 、 监督并重 , 促进用人单位进一步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预防措施。

Ⅲ级:通过加大监督力度 , 推动用人单位认真整改 , 逐

步建立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预防措施。

Ⅳ级: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 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手段, 对情

节严重的用人单位提请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关闭。

根据分类及量化分级情况确定管理等级及监督频次 (见

表 2)。

表 2　职业卫生管理等级及监督频次

职业病
危害分类

职业卫
生等级

管理等级 监督频次

甲类 A级 Ⅱ级 (常规监督) 1次以上 /年

B级 Ⅲ级 (加强监督) 2次以上 /年

C级 Ⅳ级 (重点监督) 3次以上 /年

乙类 A级 Ⅰ级 (简化监督) 1次以上 /2年

B级 Ⅱ级 (常规监督) 1次以上 /年

C级 Ⅲ级 (加强监督) 2次以上 /年

2　结果

2.1　职业卫生概况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所属 36家单位 , 主要加工工艺有铸

造 、 焊接 、 装配 、 冲压 、 油漆等 , 主要存在粉尘 、 化学毒物 、

噪声 、 高温 、 放射等职业病危害因素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作业人员有 12 000多人。

2.2　量化评定结果

由于督导检查的 36家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数都超

过了 50人 , 因此 36家单位全部评定为职业病危害甲类的用

人单位。根据量化评分 , 最后评出 A级单位 3家 、 B级单位

30家 、 C级单位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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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级管理监督检查结果

通过开展职业危害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 取得了明

显成绩。根据监督检查结果显示 , 许多工作指标在实施量化

分级管理后比实施前有明显提高 , 如接触有害作业人员健康

监护率从 85%上升到 90.6%,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从 90%

上升到 100%,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率从 47%上升到 80%, 职

业卫生知识培训率从 40%上升到 60%,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

完善率从 20%上升到 70%, 职业危害因素告知率从 50%上升

到 100%, 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与控制效果评价的

建设项目也在不断增多。

在检查中还发现 , 各单位在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中主要存

在如下问题:(1)部分单位职业病防治职责 、 制度建设依然

不完善;(2)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有的单位未按计划组织体检 , 有的单位体检率不

高 , 有的单位擅自延长体检周期 , 劳务工的健康监护得不到

保障等;(3)建设项目职业卫生审核 、 审查 、 竣工验收工作

有待进一步加强 , 2008年完成预评控评卫生审核审查及竣工

验收建设项目共 9项 , 然而 , 实际的建设项目可能远不止这

些;(4)职业病防护知识培训工作还未得到全面重视;(5)

职业病防护用品佩戴参差不齐;(6)职业禁忌证人员未完全

按要求调离原工作岗位;(7)疑似职业病人的管理还不是很

规范 , 如部分单位对疑似病人没有落实进一步检查诊断管理

工作 , 使疑似病人长期处于没有监管的状态 , 甚至有个别单

位诊断的职业病人仍在存在职业危害的岗位工作;(8)职业

病危害因素监测与评价工作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发现的

问题 , 都及时提出了整改意见 。

3　讨论

3.1　采用职业卫生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方法 , 成效显著

一是使企业管理者认识到自身职业卫生工作的缺陷所在 ,

自觉对照评定标准进行整改落实 , 同时也促进了特大型企业

职业卫生管理部门的工作。二是卫生监督部门能将有限的人

力物力投入到一些职业危害严重 、 职业意识差的单位 , 切实

达到了合理配置卫生监督资源的目的。三是加强了卫生监督

部门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 初步建立

了卫生行政执法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和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相

结合的 “三位一体” 职业卫生管理模式。四是提高了卫生监

督人员的业务水平。 五是大大地促进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的业务工作 , 保障了企业职工的身体健康 , 促进了职业卫

生事业的发展。

3.2　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根据国务院分工安排 [ 4] , 职业卫生分类及量化分级

管理工作中的现场管理职责划归安监部门 , 卫生行政执法部

门要根据分工 , 调整职业卫生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工作中的

部分内容 , 或与安监部门联合实施。 (2)职业卫生管理目标

和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 如完善对劳务工的管理 , 每年开

展急性职业中毒应急演练等。 (3)卫生监督部门要加强与特

大型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设置在安

技环保部)的联系与合作 , 这将有利于此项工作在特大型企

业中推广和应用 , 同时还要加强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

合作 , 取得它们的技术支持 , 这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3.3　开展职业危害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模式应用研究的实践

体会

职业危害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是贯彻落实 《职业病防治

法》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的重要保障 , 是实现职业卫生监督由

静态的定性管理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动态管理转变的一项重

要举措 [ 1] , 为评价职业卫生监督工作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 ,

优点很多 , 很有必要推广这种监管模式。但是 , 要做好此项

工作 , 必须认识到确定评价项目及评价分值的重要性。在实

际工作中 , 评价项目主要是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及配套法

规 , 参照有关职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模式制定 , 评价分

值则是在参照有关职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模式的基础上 ,

结合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的实际确定 , 目的是为了提高评价效

度 , 以能够将明显存在差异的单位区别开为基准 , 这一点在

该模式的应用推广中要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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