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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职业危害与防护技术丛书》之一。
　　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生产场所中常见的职业有害因素和它们可能对作业人群造成的健康危害，
对我国职业病目录名单中涉及的主要疾病的致病因素都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职业
安全健康状况，详细介绍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管理与服务。
　　本书分两篇，上篇主要介绍生产场所可能存在的各种职业有害因素，包括职业有害因素的识别和
检测（第一章）；生产场所中常见的毒物、粉尘、物理性危害和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的理化特点，
导致机体损伤的机制，所致疾病的临床表现，有害因素的预防方法和控制措施（第二～第五章）；化
学和灾害性事故中的医疗应急处理（第六章）以及国外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的介绍（第七章）。
下篇着重介绍职业健康、安全和管理知识，结合案例详细介绍了职业健康服务的内容和方法，特定人
群的健康保护措施，不同职业人群的保健饮食和工作场所的控烟（第八章）；职业安全管理和工伤事
故的分析和防护措施（第九章）；较全面地介绍了现有的职业卫生标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及
对作业人群的教育和培训方案（第十章）。
　　本书可供职业卫生工作者，从事企业的健康安全管理和监督的各层次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大专
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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