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家卫生部令第 "! 号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 第二十一条.!/ $ 职业病诊断需要提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双方签字% 盖章确认的职业史- 显然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者其
职业史无法确认$ 职业病诊断无法进行- 我们曾应特别要求
对广西I县赴海南金矿务工的农民工和 W县金矿矿区务工的
农民工进行过尘肺病诊断$ 他们均无法确认劳动关系- 我们
采取先拍摄高仟伏 >线胸片$ 选择尘肺病疑似病例住院进行
医学观察$ 根据患者自述的粉尘接触史及临床表现$ 排除其
它疾病后进行尘肺病诊断- I县到海南金矿外出务工农民工
+'6名受检者$ 诊断矽肺病 !'&例.'/ - W县金矿矿区 #!( 名农
民工诊断矽肺 *"例.6/ - 诊断后近十年来的医学随访观察结果
显示$ 这些患者病情变化特点与尘肺诊断是一致的- 事实表
明确认劳动关系不是尘肺病诊断的必要条件-

根据国家职业病网络报告规定$ *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
表+ 中用人单位信息等 ' 项与劳动关系确认有关的内容必须
填全$ 否则无法上报- 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者其就诊表无法填
全$ 因此无法申请尘肺病正式诊断- 职业病危害因素对接触
者机体损伤的本质是职业病$ 劳动关系确认属 *劳动法+ 范
畴$ 与职业病赔偿责任主体有关$ 与疾病的诊断是否成立无
关.*/ - 本研究 ("76e "6&@!&'# 非正式尘肺初诊病例源于综
合医院$ 也表明劳动关系与职业病诊断是不同法律范畴的两
个不同概念- *职业病防治法+ 第六十二条 &无法确认劳动关
系的职业病人' 对职业病人的特定限定$ 实际上是明确无法
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者是可以诊断职业病的$
职业病网络报告的规定值得商榷-

职业病诊断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基础- 将不是职业病诊
断必要条件的劳动关系确认$ 从目前作为职业病诊断的前提
条件中删除, 将与 *职业病防治法+ 相矛盾的职业病网络报
告项目删除, 去除捆绑在职业病诊断上$ 职业病诊断无力承
受和完成的劳动关系确认$ 将尘肺病诊断与劳动关系确认二
者区分开$ 这也许是解决无法确认劳动关系者尘肺病诊断的
关键- 这将大幅降低申请尘肺病正式诊断漏诊率$ 有利于无
法确认劳动关系农民工尘肺病人获得及时诊断% 及时治疗$
有利于客观真实地评价生产环境劳动卫生及职业病防治状况$
值得认真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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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年 !月至 &$!' 年 ( 月接诊了 &6 例农民工尘肺
患者$ 均为我市周边 # 个县的男性农民$ 其高仟伏 >线胸片
显示有典型的贰期或叁期尘肺的影像学表现- 自述均有明确
的粉尘作业史$ 但无法或很难认定可承担赔偿责任的工作单
位- 共有 !(例申请了职业病诊断$ 其中 !+ 例因祈望得到民
政部门的救助而申请了职业病诊断$ ! 例劳动关系确认仍在
诉讼中, 其余 !&例放弃诊断- 现对 !( 例已申请职业病诊断
患者的诊断情况分析如下-
12临床资料
131%基本情况

!(例申请职业病诊断的农民工尘肺患者的基本情况% 职
业接触史及诊断结果详见表 !-
1342典型病例

6病例 !7 男$ (' 岁$ 自述 !"#")!""! 年在某村个体石
英砂厂从事石英粉碎工作$ 工作场所是一处露天场院$ 有一
台破碎机进行石英粉碎工作$ 同工种工人 &i+ 人$ 流动性很
大- 由于工资较高$ 工人知道该项工作粉尘浓度大对健康有
害$ 大多工作 !i&年后自动离职$ 工作中戴普通口罩$ 每天
平均工作 !& R$ 不知晓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 未进行过职业
健康检查- 近 ' 年由于咳嗽% 咳痰% 胸闷% 气短反复在乡卫
生院或县医院就诊- &$!( 年县医院怀疑其患有 &尘肺'$ 曾
到某医院进行了 &大容量肺灌洗'- &$!( 年 !! 月申请职业病
诊断$ 诊断为矽肺叁期-

6病例 *7 男$ '!岁$ 自述 !"#&年 !$月至 !"#6年% !""*
年至 &$$*年% &$!!年至 &$!& 年 * 月在某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该公司# 的煤磨岗位工作$ 具体工作是将煤块和煤
渣通过磨机磨成粉后送进烧成车间, !"#* 年至 !""6 年在该
公司生料车间工作$具体工作是将石块破碎成石渣加上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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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例农民工尘肺患者的基本情况% 职业接触史及诊断结果

病例 诊断结果
年龄

"岁#
%企业性质 %工种

工龄

"年#

日工作

时间"R#
防护情况

同工种中

同类患者

! 矽肺叁期 (' 个体石英砂厂 石英粉碎工 & !&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贰期 6& 镇矿业总厂 打眼% 放炮% 掘进 !' !$ 防尘口罩 有%
+ 矽肺叁期 '& 村金矿 掘进工 !' !$ 无 不详

( 矽肺贰期 (" 国企煤矿 煤粉工 ! #
乡水泥厂 装袋工 ' # 防尘口罩 不详

多家个体石英砂厂 石英粉碎工 !' "间断# "
' 矽肺叁期 6' 镇矿业总厂 风钻工 &$ # 防尘口罩 有%
6 矽肺叁期 '' 乡耐火材料厂 粉碎工 + !$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贰期 '! 水泥厂 磨煤工 !' #

防尘口罩 不详
磨石工 " #

# 矽肺叁期 (#"死亡# 村施工队 风钻工 + #i!&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叁期 (* 村施工队 风钻工 + #i!&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参期 (* 村施工队 风钻工 + #i!&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叁期 (! 村施工队 风钻工 & #i!&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贰期 '6 个体云母矿 掘进工 !# # 普通口罩 有%

!+ 矽肺叁期

合并结核
&#"死亡# 个体玉雕厂 雕刻工 !$ # 无 有%

!( 矽肺叁期 (6 个体玉雕厂 雕刻工 !$ # 普通口罩 有%

放进磨机磨成粉后当作配料与煤磨细粉高温烧成料球$ 制成
水泥- 工作场所布满粉尘$ 工作中戴防尘口罩$ 未进行过职
业健康检查- &$$#年 !月至 &$!!年 +月在某电子冰箱有限公
司从事冰箱门的安装工作, &$!&年 *月病休- &$!&年 !$月 &(
日市劳动仲裁委员会驳回了患者申请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的申请$ 之后患者向市初级法院提交了有关劳动关系确认的
诉讼请求$ 于 &$!+年 !月市初级法院出具了驳回患者诉讼请
求的判决书$ 继之患者向市中级法院提交了有关劳动关系的
诉讼请求$ 于 &$!+年 6月市中院做出撤销初级法院原判并发
回重审的裁定书- &$!+年 !&月市初级法院出具了原告与该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书$ 该公司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向市
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于 &$!( 年 " 月市中级法院做出了维持原
判的判决书- &$!'年 ! 月该公司称其已向市中级法院提请再
审$ 并向市职业病防治院提交了终止患者职业病诊断的申请
书- &$!'年 &月市职业病防治院为患者出具了矽肺贰期的职
业病诊断证明书-
42职业病诊断与社会保障现状
431%职业病诊断

&6例患者门诊就医后均拍摄了高仟伏 >线胸片$ 同时拍
摄了胸部?F进行鉴别诊断- &6例患者肺内表现均有广泛分布
的典型圆形小阴影$ 以 h影表现为主$ 诊断的 !$ 例矽肺叁期
患者肺野内均有大阴影存在- 由于申请诊断的 !( 例患者的用
人单位无法确定或没有终审结论$ 特别是 6病例 *7$ 当事人
双方纠纷很大$ 该公司辩称 &各岗位粉尘检测浓度均在国家
标准之内$ 建厂以来未出现 ! 例尘肺病$ 是当地拆除了几十
家水泥企业后仅留存的 (家企业之一$ &$$*年至 &$!! 年患者
除在某电子冰箱有限公司工作外$ 还在其亲属石材厂从事石
料切割% 打磨% 抛光等工作'- 为了尽快完成职业病诊断机构
应尽的职责$ 在 6病例 *7 的诊断过程中$ 市职业病防治院在
完成了向当地安监部门发函% 向该公司发函等法律程序后出

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 诊断证明书用人单位一栏填写患者户
口所在地$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一栏填写自述粉尘接触史详情$
其他 !+ 例患者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均按照同样原则书写后
发放-
434%社会保障现状

!(例获得诊断的患者均未能完成工伤认定和工作所致伤
残等级鉴定$ 没有获得相应赔偿$ 不能享受工伤保险支付的
医疗费用和住院伙食补助等待遇 " 6病例 *7 的劳动关系确认
仍在诉讼中#- &6例患者因 &肺结核' 或 &肺部感染' 就医
时可在专科医院或县乡医院享受新农合报销$ 但如以 &矽肺
病' 到专业的职业病防治院就诊% 取药或住院则完全自费-
52讨论

本次分析的 !( 例农民工尘肺病患者的胸片表现典型$ (
例诊断为矽肺贰期$ !$ 例有大阴影诊断为矽肺叁期- 矽肺叁
期的 !$例患者的年龄 &#i6'岁% 平均年龄为 "(*j6# 岁$ 粉
尘作业工龄 &i&$年% 平均工龄 "+j(7+# 年$ 其中 6 例患者
粉尘作业工龄)+年$ 工种分别是风钻工% 掘进工% 粉碎工和
雕刻工$ 诊断后已死亡 & 例- 他们大多处在壮年时期$ 是家
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病后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 还要承
担巨额的医药费$ 由于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障的缺失$ 使家庭
均陷入贫困- &$!!年 !& 月 +! 日修订的 *职业病防治法+ 虽
然对职业病诊断的门槛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但并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职业病诊断难的问题- 此外$ 司法上对劳动关系和劳
务关系的混乱使用也加剧了劳动者的维权难度$ 农民工和劳
务企业之间较为松散的管理关系认定$ 导致劳动者浪费了大
量的时间在无谓的法律程序上$ 6病例 *7 就是典型案例代表-
在上述情况下$ 如果职业病诊断机构仅以劳动关系没有明确
认定而拒绝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 不仅不利于职业病患者运
用现有的法律法规继续维权$ 同时也会把职业病患者维权难
的焦点转移到职业病诊断机构- 病例中有 ( 例 6病例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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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叁期患者无法追责用人单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其均为
本村施工队的风钻工$ 村施工队承接的是某大型水电站层层
转包后的工程$ 又以个人包干计件的方式管理$ 劳动者患病
后追讨用人单位十分困难- 在无助的情况下$ &6 例患者均祈
望地方政府能够尽快出台 *职业病防治法+ 第六十二条 &用
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人$ 可以
向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
的配套措施$ 切实解决他们的医疗和生活困难- 近日国际劳
工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农村居民中有 '6e的人无
法享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 而城市居民中无法享受到必要医
疗服务的只有 &&e- 在当前新形势下$ 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
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加强安全保护和重视劳动者健康$ 不能
忽视那些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和非正式就业的劳动者- 本文接
诊的 &6例农民工尘肺患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由于企业和
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没有对粉尘职业危害采取有效的防
治措施$ 没有组织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 没有及时诊断尘肺

病并及时脱离粉尘作业$ 没有工伤保险$ 无法进行工伤鉴定$
经济补偿更无从谈起- 他们进行职业病初诊时已是疾病的最
严重阶段- 在上述患者的接诊处理过程中$ 我们认为职业病
诊断机构承担的主要责任是疾病的认定$ 在雇佣双方认可雇
佣关系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的情况下$ 职业病诊断证明
的用人单位一栏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一栏的填写可根据

双方提供的资料填写, 对不能确定用人单位的$ 尤其是双方
当事人纠纷很大的情况下$ 我们应尽快以典型的临床表现为
依据$ 在完成鉴别诊断后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 这样既可避
免因没有及时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而成为被投诉对象的窘状$
又可推进患者有明确职业病诊断后寻求劳动关系和职业病危

害因素接触确认的法律诉求进程, 如果民政部门有了救助的
政策$ 还可及时获得低保% 医疗等社会救助- 今后在职业病
防治工作中$ 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和企业管理层面普遍树立起
职业病防护为主的观念$ 投入足够的资金$ 同时我们还要加
强劳动者自身的安全意识% 防护意识和危险评估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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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疑似职业病患者的职业病诊断情况目前未见研究报
道$ 本文通过追踪调查疑似职业病患者的诊断情况$ 为医疗
机构报告疑似职业病提供尺度参考$ 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
监督执法提供依据-
12对象与方法

搜集整理某市级职业病防治机构 &$!&)&$!+ 年的疑似职
业病报告 &6* 份- 查询该市所有职业病诊断机构 &$!&)&$!(
年的档案$ 对于未在该市诊断机构办理诊断的患者进行电话
随访$ 查询和随访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 疑似职业病病名%
是否办理了职业病诊断% 未办理职业病诊断原因% 职业病诊
断结果-

采用,48T0&$!$和 <C<<!#7$ 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
分析$ 常见疑似职业病的职业病诊断结论比较采用!& 检验-
42结果
431%一般情况

&6*例疑似职业病患者中男 &$+ 例 "*67$e#% 女 6( 例
"&(7$e#$ 除)&$岁年龄组外$ 均以男性患者居多- +!i($
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大 "+*7'e#- 见表 !-
434%疑似职业病来源和种类

该职业病防治机构有(个报告疑似职业病的路径$即职

表1%疑似职业病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

年龄"岁# 男性 女性 总计 构成比"e#

)&$ # " !* 67(
&!i+$ 6+ &$ #+ +!7"
+!i($ *' &' !$$ +*7'
(!i'$ (( !$ '( &$7&
p'$ !+ $ !+ (7*
合计 &$+ 6( &6* !$$

业健康监护科% 职业病门诊% 住院部和职业病诊断办公室-
其中$ 职业健康监护科发现的疑似职业病最多 "6$7*e#$ 其
次为职业病门诊 "&"76e#-

最常见的三类疑似职业病依次是疑似职业性耳鼻喉口腔

疾病 "((7&e#% 疑似职业性慢性化学中毒 "+*7!e# 和疑似
职业性尘肺 "!$7"e#- 见表 &-

表4%疑似职业病的种类

疑似职业病种类 病例数 构成比"e#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7&

职业性慢性化学中毒 "" +*7!

职业性尘肺 &" !$7"

职业性皮肤病 !' '76

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 + !7!

职业性眼病 & $7*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 $7(

合计 &6* !$$7$

435%登记办理职业病诊断情况
&6*例疑似职业病患者中$ !"" 例 "*(7'e# 到职业病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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