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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职业和劳动

l 职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而且是在生命周期的黄金时期 

Ø  职业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必然

Ø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约2亿。职业病危害因素已成为影响成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

l 劳动：劳动的意义来自于劳动的人在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的需要、能力和世界观 。

Ø  在某种意义上，凡是进行劳作活动的人，都是劳动者，区别在于有些使用体力，有些人使用脑力

Ø  劳动带来的健康问题——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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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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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由两个亚学科组成

职业卫生学

劳动卫生

工业卫生

职业医学

职业病学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 职业卫生  Occupational health

以职业人群和作业环境为对象，主要研究劳动条件对职业人群健康的影响，

主要任务是识别、评价、预测、控制和研究不良劳动条件，为保护职业从事

者健康、提高作业能力、改善劳动条件所应采取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Ø  关注 群体
Ø  着眼 预防
Ø  主要内容属于一级预防（病因预防）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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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 职业医学  Occupational medicine

以职业从事者个体为对象，对受到职业危害因素损害或存在潜在健康危险的

个体，通过临床检查和诊断，对发生的职业病、职业相关疾病和早期健康损

害进行检测、诊断、治疗和康复处理。

Ø关注 个体
Ø着眼 临床
Ø主要内容属于二级预防（早期检测、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和三级预防（积极治疗、促进康复）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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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关系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Ø 促进并保持各种职业劳动者最高程度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康

Ø 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不良劳动条件中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

Ø 对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受罹者进行早期检测、诊断和处理，促使其尽早康复

Ø 两者的最终目标是统一的，均为促进改善劳动条件，创造安全、卫生和高效的工作环境

Ø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是三级预防的完美体现

Ø 多学科、多部门交叉协同，促进本学科工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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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临床医学

职业卫生

毒理学

l 职业卫生的多学科联系

人机工效学

流行病学 卫生统计学

环境卫生学

工程学  管理学

社会科学  安全

其他预防医学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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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 从职业损害的进程来区别

职业
暴露

职业
损害

临床
结局

职业卫生为主 职业医学为主

疾病发展

预防 预防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10



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职业性健康危害的预防与控制

研究方法与应用

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健康危害职
业
卫
生
与
职
业
医
学
内
容

职业性有害因素
（生产过程、劳动过程、生产环境）
职业与健康的关系
（职业病、工作有关疾病、工伤等）

职业卫生学调查
职业有害因素监测评价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职业病的临床诊治与康复
职业卫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突发职业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职业卫生工程控制
个人防护
职业卫生服务
职业卫生科学研究等

1：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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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训 内 容

职业与健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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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存在于生产劳动条
件中可直接危害劳
动者健康的因素

涉及生产工艺与设计流程，可随生产技
术、机器设备、使用材料和工艺改革、
技术进步等改变而变化

主要包括围绕生产工艺流程的劳动组织
、生产设备布局、作业者操作体位和劳
动方式等

主要为适应生产和劳动过程要求而建立的
环境条件，包括室内作业环境和周围大气
环境，以及户外大自然环境

n 职业性有害因素

生产过程

劳动过程

生产环境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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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Ø  化学因素：在生产中接触到的原辅料、中间产品、成品和生产过程中的“三废”中的化学物质。
以粉尘、烟尘、雾、蒸气或气体的形态散布于作业环境

          生产性毒物：铅、汞、一氧化碳等
          生产性粉尘：矽尘、煤尘、有机粉尘等

Ø  物理因素：存在于生产环境中，接触的剂量或水平

          异常气象条件：高温、低温、高湿、高气压、低气压等
          噪声、振动
          辐射：非电离辐射（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微波、激光等）、电离辐射（X射线、γ射线等）

Ø  生物因素：生产原料和作业环境中存在的致病微生物或寄生虫

       炭疽杆菌、真菌孢子、布鲁氏菌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生物病原物对医务卫生人员的职业性传染等

l 生产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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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在生产中完成任务的各种操作的总和，主要涉及劳动强度、劳动组织和制度等

• 劳动组织和制度不合理、劳动作息制度不合理

• 职业紧张，如劳动中精神（心理）性过度紧张

• 劳动强度过大或生产定额不当

• 安排的作业与生理状况不相适应

• 个别器官或系统过度紧张，如视力紧张、发音器官紧张等

• 长时间处于不良的体位、姿势或使用不合理的工具等，如下背痛、颈肩腕损伤、下肢静脉曲张等

• 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等个人不良习惯、缺乏体育锻炼、缺乏健康知识、安全知识等

l 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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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劳动者操作、观察、管理生产活动所处的外环境，涉及作业场所建筑布局、卫生防
护、安全条件和设施有关的因素

• 自然环境，如夏季的太阳辐射、冬季的寒冷、高山高原环境、深井的高温高湿等

• 厂房建筑或布局不合理、不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如厂房低矮狭窄等

• 缺乏必要卫生技术设施：通风换气不良、采光照明不足、防尘防毒防噪防振设施
不足等、缺乏或未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等

• 由不合理生产过程或不当管理所致环境污染

l 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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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问题：是否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就会导致职业性损害？

职业性有
害因素

接触机会

接触方式

接触时间

接触强度

保护水平

作用条件

个体特征 年龄、性别

遗传、营养

健康行为等工伤
职业性疾患
伤残与死亡

n 职业与健康的关系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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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劳动与健康本质上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 在一定的作用条件下，如一定的接触途径、时间、方式和强度等，职业性有害因
素对劳动者健康会产生危害，统称为职业性病损。

• 包括职业性疾患（职业病、工作有关疾病）和工伤

l 职业有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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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职业性有害因素作用于人体的强度与时间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体不能代偿其所造成的功能性
或器质性的病理改变，出现相应的临床征象，并影响劳动能力的一类特定疾病

• 《职业病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经过四次修正
• 2018年修订版职业病名单为10大类132种
• 职业病同时具有医学意义和法律意义

l 职业病  occupational diseases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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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有害因素的性质

2）有害因素的浓度和强度：接触机会、接触方式、接触时间、接触强度/浓度

3）个体因素：
Ø 遗传因素 
Ø 年龄和性别 
Ø 文化水平 
Ø 营养不良
Ø 心理和行为因素 

l 影响职业病发生的三个主要条件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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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 职业病的五个特点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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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职业性有害因素能使机体的抵抗力下降，造成潜在的疾病显露或已患的疾病加重，从
而表现为接触人群中某些常见病的发病率增高或病情加重。 

• 是指与工作有关的职业因素在其发生发展中起一定作用，但不是唯一作用的一类疾病

• 这类疾病往往病因复杂，且其他因素在其发生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在职业人群
而且在一般人群中也极为常见，影响职业生活质量等的重要原因

• 工作有关疾病的诊断或鉴别诊断有一定难度

• 世界劳工组织强调高度重视

l 工作有关疾病 work-related disease

2：职业与健康

22



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四个特点：

• 职业因素是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

• 职业因素影响了健康，从而促使潜在的病症暴露或加重

• 控制职业性有害因素，改善工作条件，可使所患疾病得到控制或缓解

• 不属于法定职业病范围

l 工作有关疾病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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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常见的工作有关疾病：

Ø （1）呼吸系统疾病（如慢性非特异性呼吸系统疾病，其发病除了与吸烟、反复感染等有关外，

也与诸多职业环境因素如作业场所空气中氮氧化物、二硫化碳、粉尘等有害因素有关）

Ø （2）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长期接触噪声、振动和高温会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高度精神紧张的作

业、噪声及寒冷均可诱发冠心病；职业接触二硫化碳、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也能影响血脂代谢

、血管舒缩功能及血液携氧功能导致冠心病发病率及病死率的增高）

Ø （3）骨骼及软组织损伤（如腰背痛、肩颈痛，主要由外伤、提重或负重，不良体位和不良气象

条件等因素引起，在建筑、煤矿、搬运工人中更为常见。机器的构造、安置不合适也会造成肩颈

痛和腰背痛）

l 工作有关疾病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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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常见的工作有关疾病：

Ø （4）生殖系统疾病（如经常接触铅、汞、砷及二硫化碳等职业有害因素，早产及流产发病率增
高；纺织作业女工也容易出现生殖障碍）

Ø （5）消化道疾患（如重体力劳动者和精神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者，同时又吸烟或酗酒）者，可
导致消化道溃疡病的多发。高温作业工人，由于在劳动过程中出汗过多，盐分丢失可导致消化不
良及溃疡病的发病率提高）

Ø （6）心理障碍（一般指社会-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病程演变中起主导作用，使心理与行为在
功能上的障碍，如超负荷工作或工作责任过重所出现精神紧张而主诉各种躯体不适症状；作业时
间不合理影响睡眠规律；日常生活无规律、家庭关系紧张，引起情绪低落；工作中人际关系紧张
而陷于矛盾和烦恼中；因情绪低落而过度吸烟、饮酒或滥用药物等）

l 工作有关疾病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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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又称职业性外伤，是指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操作者缺乏安全操作知识，缺

乏必要的防护措施；或者违反操作规程或管理不当等原因和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所

造成的机体组织的突发性意外伤害、残疾甚至死亡。

l 工伤  occupational injury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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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直接引起职工伤害的因素可分为机械伤、温度伤、化学伤、电伤等

• 种类多，涉及面广

• 严重的头部伤和重要脏器的操作可以致命

• 眼外伤有时可致盲

• 上、下肢的严重外伤可致残

• 即使轻伤也常引起一时性丧失劳动力而误工和影响职工健康

l 工伤的类别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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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生产设备方面：生产设备质量或维修不善，容器管道不严密，工具、附件或设备有缺陷等

（2）防护设备方面：生产设备上缺少安全防护装置，如机器的轮轴、齿轮、皮带、切刀等转动部
分缺乏安全防护罩等。

（3）劳动组织和管理方面：生产设备及安全防护设置无专人管理及定期检维修制度；操作规程和
制度不健全；对工人技术指导及安全教育不够；个人防护用品缺乏或不适用；不良的生产环境等。

（4）个人因素：健康状况、年龄、性别、精神因素、文化水平及个人行为因素；劳动者缺乏安全
观念和知识

l 工伤的主要原因

2：职业与健康



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劳动者在从事各种职业活动中均处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

• 不良的劳动条件（即职业环境）中可能存在许多职业性有害因素（如化学的、物理的、生物
的），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健康的危害，即职业性伤害

• 职业病防治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 职业病的发生取决于三个因素：接触者、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有害因素作用条件

• 三者的因果关系决定了职业病的可预防性

n 职业性健康危害的预防与控制

2：职业与健康



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 职业性健康危害的预防与控制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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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三
级
预
防
原
则

在疾病尚未发生时针对病因而采取的措施，也是预
防、控制、和消灭疾病的根本措施。加强对病因的
研究，减少对危害因素的接触，是一级预防的根本

• 第二级预防：“三早”预防

• 第三级预防：对症及康复预防

在疾病潜伏期为了阻止或缓解疾病的发展而采取
的措施。包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又称临床预防，是在疾病的临床期（或称发病期）
为了减少疾病的危害而采取的措施。可以防止伤残
和促进功能康复，提高生命质量，延长寿命，降低
病死率

• 第一级预防：病因预防

n 职业性健康危害的预防与控制

2：职业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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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外暴露、内暴露剂量，为劳动者职业
暴露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职业环境监测与职业健康监护

n 职业性健康危害的预防与控制

• 职业卫生学调查与流行病学研究

• 突发职业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

• 职业卫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 职业卫生监督与管理

• 职业病的临床诊治与康复

•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教育科研

了解和掌握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暴露情况，找出接触因素与健康损
害之间的联系或因果关系，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建立和完善突发职业卫生事件处置体系下运行机制，特别是做好突
发化学中毒、放射性事故的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工作

对劳动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管理人员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工作，是预防与控制的有效手段

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法律的手段达到保障职业人群健康的目的
。分为预防性监督和经常性监督

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一环。包括健康检查、现场救治、临床诊
断治疗、康复以及诊断标准的制定、药物研发等

研究预防与控制实践，提高职业病防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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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训 内 容

职业健康法律体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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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每年的4月25日-5月1日为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自2002年起，每年宣传周期间，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会
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围绕一个主
题联合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l World Da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正式将4月28日定为
“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

每天，全世界有6300人死于职业事故或职业病，导致年

死亡总数为230多万人。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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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
法律体系

职业卫生安
全法律

职业卫生安
全行政法规

职业卫生安
全部门规章

地方性职业
卫生安全法

规

经国家批准
的国际条约
公约

宪法

l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定义
调整、规范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卫生安全的
法律规范

l 职业病防治法律层次
依立法主体、法律效力的不同，我国职业
病防治法律法规表现形式分为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l 经国家批准生效的有关职业病防治的国际
条约、公约也是职业病防治法规的一种形
式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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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

安全生产
法

环境保护
法

清洁促进
生产法

劳动合同
法

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

工会法
职业病
防治法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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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诉讼法

规范职业卫生安全执法
的相关法律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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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职业病防治行政法规

1.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2. 尘肺病防治条例

3.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4. 工伤保险条例

5. 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

6.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7.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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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职业病防治部门规章

l 规范用人单位的规章

l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l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l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l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

l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

l 职业病防治部门规章

l 规范技术服务机构的规章

l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l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l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l 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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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
工作机制

l 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用人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
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l 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

l 国家实行职业卫生监督制度。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职
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l 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
治工作进行监督，维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l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
本法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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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
原则

l 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

l 职业病管理：分类和目录

l 职业病危害因素管理：分类目录

l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l 综合治理：采取一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措施，对职业
病危害进行治理

l 分类管理、综合治理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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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责任

l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l 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

l 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

l 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l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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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为实施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和有关政策，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和消
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由法律授权部门根
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
统一实施的技术要求。

l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分类：
- 职业卫生标准（原劳动卫生标准）
- 职业病诊断标准
- 职业照射放射防护标准
-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

职业卫生标准体系
基础标准

方法标准

控制标准

防护标准

管理标准

应急救援标准

职业卫生标准体系框架

3：职业健康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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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训 内 容

职业健康工作形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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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有害因素分布广、种类多、职业卫生突发事件频发

Ø 分布行业广：矿山、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等行业

Ø 接害人数多：

Ø 职业卫生事件屡有发生

（毒“苹果”事件、毒胶水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等）

n 我国职业卫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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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就业状态变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Ø 新的职业健康问题：传统职业危害问题依然存在，新的职业健康问题不断出现，疲劳

、过劳、肌肉骨骼损伤等工效学问题，作息制度、职场竞争等职业紧张导致的心理、生理

和行为异常问题日渐显现，新的职业健康损害亟待防控（过劳死）

Ø 高新技术的职业卫生问题：中小企业通常不具备实施卫生和环境危害控制措施的必要
意识、技术手段和资源，职业危害比起大型企业要大得多

Ø 危害转嫁：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问题 （国外向国内转移；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
；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

n 我国职业卫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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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曾经关注过但目前被忽视的农民的农药中毒和相关职业卫生问题

（4）流动人群的职业健康和农民工健康权益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特色职业卫生问题

（5）工作组织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

（6）职业紧张问题。现代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竞争力、适应性、工作效率的
高要求；工作对人们的意义已经超出谋生的范围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富士康十连跳事件）
低浓度、多因素长期职业有害因素的暴露和健康危害，将是另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n 我国职业卫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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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缺乏主体责任意识
n  管理制度不健全
n  缺少有效防护意识和设施
n  没有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政府层面

n 体制机制不顺
n 法规标准不健全
n 监管力量不足，执法不严
n 职业病诊断难
n 赔偿救助不到位企业方面

l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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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在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

有全面小康

    公共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推进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

2016年8月21日

l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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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把卫生与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
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坚持在发展理念
中充分体现健康优先，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健
康目标，在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中向健康倾斜
       要着力抓好预防保健，加大干预力度，争取让群
众不得病、少得病
       要加强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实行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综合防控

李克强总理
2016年11月21日，上海

l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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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综合性职业卫生服务

• 预防疾病—增进健康

由预防严重职业病转变向更为积极地增进劳动者健康方向发展

• 单一监控—综合服务

由单一监测、监护、评价转变为监测-监护-控制配套系统服务

• 重点人群—所有劳动者

由对部分职业人群监测、监护转变为对所有劳动者的监测、监护

n 现代职业卫生服务的趋势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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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工作场所的健康政策，发展健康的工作环境

• 开展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加强职业卫生服务

• 建立职业卫生的支持服务，建立基于科学危险评估的职业卫生标准

• 开发职业卫生的人力资源，建立有效的信息支持系统

• 加强科学研究，发展职业卫生与其它服务的合作

•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 开展监测与风险评估

• 开展“健康中国”行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n 职业卫生工作展望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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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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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重 而 道 远
加 强 交 流
齐 心 协 力
为 健 康 加 油

职业健康工作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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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工作奋斗目标

高 高 兴 兴 上 班

平 平 安 安 回 家

健 健 康 康 退 休

4：职业健康工作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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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职业健康保护

我们一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