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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解湖南省职防机构人员现状， 在已建立的全

省职防机构基本信息管理系统中抽取有关人员资料， 对人员

数量、 学历、 专业、 职称等指标采取趋势 χ２ 检验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职防机构人员年均数

（１ ３４９ 人） 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年均数 （１ ２３１人） 有所增加，
学历以本科和专科居多， 专业以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为主，
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人员配置及结构相对稳定， 但仍可

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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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 《职业病防

治法》 ） 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实施，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进行了

两次修正， 职业卫生法制建设有了重大进展， 相应地职业卫

生队伍和人才建设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与改善。 为及时、 全面、
动态、 系统地掌握湖南省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人员现状， 湖

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在 １９９５ 年起建立了全省职防机构人员信息

报告制度， 并经不断完善， 到 ２００６ 年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全省

职防机构基本信息管理系统。 本文从该系统中抽取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５ 年有关人员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按照湖南省职防机构基本信息管理系统的规定， 选择全

省、 市 （州）、 县 （市、 区） 三级独立职防所的在册职工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在册职防工作人员， 不包括临时聘用

人员。
１ ２　 方法　

按照湖南省统一规定的报表， 由经过培训的职防信息

报告员逐级审核、 上报、 汇总。 对职防机构人员的数量及

其学历、 专业、 职称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并做趋势 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学历构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职防机构人员年均１ ３４９人。 学历以

本科和专科为主， 其中硕士及以上和本科人员表现为逐年增

加趋势， 而专科与无专业学历人员呈现较明显的逐年减少趋

势，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职防机构人员学历构成

年份 人数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 无专业学历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２０１１ １ ４７６ ４９ ３ ３２ ３８０ ２５ ７５ ６４０ ４３ ３６ ３０４ ２０ ６０ １０３ ６ ９８

２０１２ １ ２２４ ５７ ４ ６６ ３２４ ２６ ４７ ５０７ ４１ ４２ ２６１ ２１ ３２ ７５ ６ １３

２０１３ １ ２９２ ５８ ４ ４９ ３６６ ２８ ３３ ５２３ ４０ ４８ ２７３ ２１ １３ ７２ ５ ５７

２０１４ １ ３２４ ６０ ４ ５３ ３８０ ２８ ７０ ５２９ ３９ ９５ ２８８ ２１ ７５ ６７ 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１ ４２９ ７２ ５ ０４ ４４８ ３１ ３５ ５５３ ３８ ７０ ２８９ ２０ ２２ ６７ ４ ６９

χ２值 ３ ９９５ １２ ６４０ ６ ９７０ ０ ００８ ８ ４８４

Ｐ 值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２ ２　 专业构成

职防机构人员专业以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为主， 其中卫生检

验专业人员呈较为明显的逐年增加趋势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２ ３　 专业技术职称构成

专业技术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初级人员逐年增加，
无职称人员呈现逐年减少趋势，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高级和中级职称人员年度变化不明显， 见表 ２。
３　 讨论

３ １　 人员数量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三级职防机构人员年均人数 １ ３４９

人， 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年均人数 （１ ２３１ 人） 增加了 １１８ 人［１］ 。
２０１２ 年较 ２０１１ 年减少 ２５２ 人， 之后逐年增加， 至 ２０１５ 年接近

２０１１ 年人数， 增加趋势较为明显 （Ｐ＜０ ０５）。 说明职防工作

与技术力量总体上在不断发展， ２０１１ 年底修正 《职业病防治

法》， 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管等主要职能由卫生部门调整至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且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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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湖南省职防机构人员专业和技术职称构成

年份 人数

专业 技术职称

公共卫生 临床医学 卫生检验 护理 卫生工程 其他 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２０１１ １ ４７６ ５５０ ３７ ２６ ４７７ ３２ ３２ １４８ １０ ０３ １７７ １１ ９９ ３５ ２ ３７ ８９ ６ ０３ １８２ １２ ３３ ５６０ ３７ ９４ ５６４ ３８ ２１ １７０ １１ ５２

２０１２ １ ２２４ ４６６ ３８ ０７ ４１４ ３３ ８２ １３３ １０ ８７ １４３ １１ ６８ ２７ ２ ２１ ４１ ３ ３５ １５７ １２ ８３ ４６６ ３８ ０７ ５００ ４０ ８５ １０１ ８ ２５

２０１３ １ ２９２ ４９１ ３８ ００ ４４５ ３４ ４４ １３８ １０ ６８ １４７ １１ ３８ ２９ ２ ２４ ４２ ３ ２５ １６６ １２ ８５ ４９７ ３８ ４７ ５２８ ４０ ８７ １０１ ７ ８２

２０１４ １ ３２４ ５０４ ３８ ０７ ４５３ ３４ ２１ １４９ １１ ２５ １４５ １０ ９５ ３０ ２ ２７ ４３ ３ ２５ １７１ １２ ９２ ５１２ ３８ ６７ ５４２ ４０ ９４ ９９ ７ ４８

２０１５ １ ４２９ ５５２ ３８ ６３ ４７２ ３３ ０３ １８７ １３ ０９ １４３ １０ ０１ ３０ ２ １０ ４５ ３ １５ １９３ １３ ５１ ５５８ ３９ ０５ ６０５ ４２ ３４ ７３ ５ １１
χ２值 ０ ４７３ ０ ２３１ ６ １８４ ３ １５６ ０ １６４ １４ １５９ ０ ７８０ ０ ４７０ ４ ３２４ ３６ ７４４

Ｐ 值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机构资质放开至卫生系统以外及民营

机构， 直接影响原卫生机构的职防技术支撑系统， 使 ２０１２ 年

职防机构人数较 ２０１１ 年明显减少。 ２０１２ 年后安监和卫生部门

意识到， 要进一步搞好职防工作， 原卫生部门的职防机构是

一支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力量， 应予稳定和发展， 故职防机

构人员数量有所增加。 但面对我省严峻的职业病危害形势，
在放开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市场的同时， 还应继续稳定并加强

职防基本队伍建设， 确保劳动者职业健康。
３ ２　 学历构成　

随着人才队伍建设的加强和高学历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
同时低学历、 无专业学历人员的逐步退休，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５ 年湖

南省三级职防机构人员的学历构成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明显优

化［１］ ， 本科以上人员比例明显增高， 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

员比例年均达 ４ ４１％， 专科和无学历人员比例明显降低， 学

历构成由专科和中专居多转变为以本科和专科为主， 经过 ５
年的积累， 学历结构有了质的变化， 更能适应职防工作的业

务需求。
根据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２］ ， ２０１４ 年全国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系统人员学历构成为研究生 ４ ９％、 本科

２９ ３％、 大专 ３６ ９％、 中专 ２５ ３％、 高中及以下 ３ ５％。 湖南

省三级职防机构人员的学历构成基本等同于此， 但中专学历

人员比例略低而无专业学历人员比例略高。 ２０１４ 年山东省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专业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比例为 １５ ６９％，
本科学历 ４２ ７０％ ［３］ ；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中

从事职业卫生的技术服务人员， 硕士及以上学历则高达

１９ ３１％， 本科学历达 ５２ ７８％ ［４］ ， 均显著高于湖南省， 具有相

当的优势。 因此， 湖南省仍需进一步引进高学历人才， 同时

对无专业学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或者分流至其他非技术岗位，
以加强整体职防技术服务能力， 做好技术支撑。
３ ３　 专业构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三级职防机构的专业构成较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变化不大。 尽管其他专业人员 ２０１５ 年 （３ １５％） 较

２０１０ 年 （２ ９３％） 略高， 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均值 （３ １６％）
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的均值 （１０ ８８％） 明显降低， 且维持在一个

较为稳定的低水平， 其他专业人员比例逐渐降低 （Ｐ＜０ ０５），
卫生检验专业人员比例呈现逐年增高趋势 （Ｐ＜０ ０５）。 说明职

防机构在引进人才方面注意向专业人员倾斜， 以公共卫生、

临床医学、 卫生检验等职防主流专业在职防机构比较稳定，
且加强了卫生检验专业力量， 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
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专业的人员比例仍偏低， 应进一步加大

其引进和培养力度， 提升基层职防机构技术服务水平与能力。
３ ４　 专业技术职称构成

由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和专业技术人

员对职称的重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三级职防机构无职称

人员比例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有所下降［１］ ， 中级和初级职称人员

比例明显增高， 有利于职防工作的开展， 也符合湖南省近几

年大力引进录用的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提示应加强对他们的

培养以尽快晋升技术职称， 并注意引进高层次领军专业技术

人才， 以加快职防技术能力的提高。
综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职防机构人员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数量有所增加， 学历结构明显优化， 专业和专业技术职称

结构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职防机构人员配置及结构相对稳定，
但仍可进一步优化和加强。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 》 明确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职防队伍建设， 确保职

防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 并加快推进职防机构和职业卫

生人员的能力建设。 因此， 我省各级职防机构应采取措施，
加强队伍建设， 开展职业卫生知识专项培训， 进一步提高职

防工作的技术水平， 以适应职防工作发展需求。 目前， 国家

和本省均无职防机构人员配置标准， 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各级

各类职防机构人数配置标准及学历、 专业、 职称结构基本要

求， 以引导、 规范和加强职防机构人才队伍建设， 促进职防

事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１］ 肖云龙， 蒋然子， 刘蔼成， 等  湖南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职业病防治

机构人员现状分析 ［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１２， ３９ （ １）： ５５⁃
５６， ５９

［２］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Ｍ］．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６５．
［３］ 张海东， 曲玮， 王辉， 等  某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现状与对

策 ［Ｊ］ ．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２０１５， ２６ （３）： １２８⁃１２９
［４］ 黄沪涛， 刘武忠， 陈浩， 等  上海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现状

调查与技术服务质量分析 ［ Ｊ］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２０１６， ３４
（３）： ２０３⁃２０６

·７２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第 ３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