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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已累计报告尘肺病人超过60万例，现有尘肺病人46万
例，每年还新增约1万例。
此外，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例，报告中毒死亡数约1500例。
国际劳工组织对职业病的相关统计显示，因工伤和职业病造成的损失占全球GDP的4％左右。
我国由于职业病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在8000亿元左右。
职业病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影响劳动者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职业病防治工作不
仅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人员身处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第一线，既是国家政策法规标准的
执行者，也是劳动者安全健康的保护者，因此，了解和掌握一些职业病防治知识，有助于职业安全健
康管理人员开展日常管理工作。
本书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以我国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为依据，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职业病危害与职业病概念、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与职业病、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
业病报告和急性职业中毒与应急处理等，分别介绍了10类115种职业病概念、接触机会、主要临床表现
、症状和诊断要点，详细地介绍了职业健康监护的基本内容和工作要求，以及职业病诊断、鉴定和职
业病报告、急性职业中毒与应急处理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等。
坚持不冗长、不赘述，力求浅显易懂、有一定的实用性的原则，以期为用人单位更好地开展职业病防
治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
为了便于读者迅速查找到相关职业卫生知识，我们在附录中列出了“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与职业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职业病目录和职业病诊断标准对照表”“重点行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表”
“接触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周期表”以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等级》（GB／T16180－2006）中与职业病有关内容摘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病危害与健康监护>>

内容概要

　　《职业病危害与健康监护》是为企业从事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人员编写的。
本书分为职业病危害因素与职业病、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诊断与鉴
定、职业病报告和急性职业中毒与应急处理等部分，分别介绍了10类115种职业病概念、接触机会、主
要临床表现、症状和诊断要点，详细地介绍了职业健康监护的基本内容和工作要求，以及职业病诊断
、鉴定和职业病报告、急性职业中毒与应急处理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等。
　　本书作为“现代企业职业卫生技术丛书”之一，是企业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作
用书，可以作为政府各级监管人员的辅助用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还可以作为各级各类职业卫生工作人员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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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氨在常温下是具有辛辣刺激性臭味的气体。
氨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途很广，常用于石油冶炼、化肥制造、纤维合成、制革、医药、塑料、染料
等制造业中。
在氨的生产制造、运输、储存、使用中，如遇管道、阀门、储罐等损坏，泄漏氨气可造成中毒。
氨主要作用于鼻、眼及呼吸系统，对黏膜产生刺激作用。
短期内吸人大量氨气或直接接触氨液可导致急性中毒，迅速出现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如流泪、咽
痛、咳嗽、痰带血丝、胸闷、呼吸困难等，严重者可发生肺水肿、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喉水肿痉挛
或支气管黏膜坏死脱落致窒息。
胸部X射线检查呈支气管炎、支气管周围炎、肺炎或肺水肿表现。
血气分析显示动脉血氧分压降低。
吸入极高浓度氨气可迅速致人死亡。
眼接触液氨或高浓度氨气可引起灼伤，严重者可发生角膜穿孔。
皮肤接触液氨可致灼伤。
《职业性急性氨中毒诊断标准》（GBZ 14-2002）规定的诊断原则是：根据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氨气的
职业史，以呼吸系统损害为主的临床表现，和胸部X射线影像，结合血气分析检查及现场职业卫生学
调查结果，综合分析，排除其他病因所致类似疾病，方可诊断。
该标准适用于职业性急性氨中毒的诊断及处理，非职业性急性氨中毒亦可参照执行。
（17）偏二甲基肼中毒职业性急性偏二甲基肼中毒是在职业活动中，短期内接触较大量的偏二甲基肼
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疾病，常伴有肝脏损害。
偏二甲基肼是一种无色液体，主要作为导弹和火箭的推进剂燃料使用，也用于有机合成的中间体和制
药。
常温下易挥发，对人员会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
偏二甲基肼蒸气可经呼吸道吸入而引起急性中毒，对神经系统及消化系统有较明显的影响，吸入高浓
度该蒸气可出现上呼吸道黏膜及服的急性刺激症状。
短时内大量接触可致阵挛性痉挛，中毒后可出现肝功能障碍。
长期处于低浓度环境下工作的人员易出现神经、呼吸、消化系统和眼部不适等不同程度的暂时性症状
。
《职业性急性偏二甲基肼中毒诊断标准》（GBZ 86-2002>规定的诊断原则是：根据短时间内吸入或皮
肤污染较大量偏二甲基肼的职业史，结合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肝脏损害的临床表现，参考现场职业卫
生学调查资料，。
综合分析，并排除其他病因所致类似疾病，方可诊断。
该标准适用于职业活动中接触偏二甲基肼引起的急性中毒的诊断及处理。
非职业性急性偏二甲基肼中毒亦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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