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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健康基本常识 

一、职业病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

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

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

素而引起的疾病。目前我国法定职业病共分

十大类，132 种。 

二、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职业病危害 

职业病危害因素，是职业活动中存

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

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有害

因素。职业病危害，是指对从事职业活

动的劳动者可能导致职业病的各种危害。 

三、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哪几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有害因素、劳动过程中的有害

因素、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四、职业病四个特点 

（1）有明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2）职业病危害因素超过一定限 

度，并可检测； 

（3）群体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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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发现，早治疗，预后

好。 

五、为什么会得职业病 

（一）作业场所不符合职业卫

生要求，产生了职业病危害因素； 

（二）作业方式不合理，不健康；三是劳动者缺乏自我保护意

识或行为。 

六、怎样知道自己有无得职业病 

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职业性体检（包括岗前、在岗和离岗体

检）。 

七、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怎样预防职业病 

（1）树立职业卫生安全理念； 

（2）主动参与岗前培训； 

（3）遵守职业安全卫生规程； 

（4）培养良好的操作行为； 

（5）熟知职业安全卫生警示标识的含义； 

（6）正确使用和维护个人防护用品； 

（7）主动接受职业健康检查。 

八、职业禁忌证 

职业禁忌证，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

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

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诱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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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

态。 

九、怀孕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有哪些 

（1）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作业； 

（2）从事抗癌药物及已烯雌酚生产的作业； 

（3）作业场所放射性物质超过《放射

防护规定》中规定剂量的作业； 

（4）《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

Ⅲ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5）伴有全身强烈振动的作业； 

（6）工作中需要频繁弯腰、攀高、下

蹲的作业。 

十、哺乳期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有哪些 

（1）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作业； 

（2）《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Ⅲ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

业。 

十一、职业健康监护的内容 

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劳动者上岗前、在岗

期间、离岗时、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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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职业病的三级预防 

一级预防：从根本上消除或最大

可能地减少劳动者对职业危害因素的

接触； 

二级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 

三级预防：积极治疗、防止恶

化、促进健康。 

十三、如何做好职业病危害的防护 

法律保障；作业场所防护措施的防

护；个人防护；职业卫生保健措施。 

十四、个人防护用品 

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防护帽、防护服、防护眼镜和面罩、呼吸

防护器，防噪声用具和皮肤防护用品。 

十五、使用防护用品的注意事项 

正确选择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正确

使用防护用品；定期检查，正确摆放，及

时维护保养；合理地发放防护用品。 

十六、职业病病人享受什么待遇 

凡确诊患有职业病的职工，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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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疑似职业病病人有何保障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对疑似职

业病病人进行诊断；在疑似职业病病

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

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疑似

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

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十八、用人单位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采取哪些措施 

（1）对有职业禁忌的劳

动者，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

作岗位； 

（2）对健康损害可能与

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劳动者，

进行妥善安置； 

（3）对需要复查的劳动

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

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 

（4）对疑似职业病病人，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

进行医学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 

（5）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立即改善劳动条件，完善职业

病防护设施，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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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业健康的权利和义务 

一、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有哪些法定义务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有：申报义务；“三

同时”义务；健康保障义务；职业卫生管理义

务；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义务；报告职业病危害事

故义务；职业安全防护义务；减少职业病危害义

务；职业危害检测义务；职业危害告知义务；职

业卫生培训义务；职业健康检查义务；落实职业

病或者疑似职业病待遇义务；事故处理义务；特

殊劳动者保护义务；举证义务；接受行政监督和

民主管理义务。 

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1）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 

（2）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3）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 

（4）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

康监护档案； 

（5）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 

（6）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三、用人单位应具备什么条件方可从事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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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使用有毒物品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四、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权利 

教育培训权；健康保护权；危害知情权；检举控告权；拒绝违

章权；参与管理权；提出建议权；要求赔偿权；特殊保护权。 

五、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应尽的义务 

遵守职业健康法律、法规、规章

和操作规程的义务；正确使用和维护

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的义务；正确佩戴

和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品的义务；职

业危害隐患报告义务。 

六、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注意的事项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

时应注意事项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

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

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

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生产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后果；职

业病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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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 

一、生产性粉尘 

  能够长时间以浮游状态存在于空气中的

固体微粒叫做粉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

的粉尘，叫做生产性粉尘。 

生产性粉尘分三类：无机矿物性粉尘、

有机粉尘和混合性粉尘。 

二、粉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1）破坏人体正常的防御功能； 

（2）可引起肺部疾病； 

（3）致癌； 

（4）毒性作用； 

（5）局部作用，如：堵塞皮脂腺、刺激及损害器官。 

三、尘肺病 

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

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四、引发尘肺病的主要因素 

（1）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成

分和含量； 

（2）粉尘的粒径； 

（3）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和接

触粉尘的时间； 



9 

（4）劳动强度； 

（5）个体因素。 

五、粉尘作业工人的卫生保健措施 

职业健康检查、作业环境监测和个

体防护。 

六、尘肺如何预防 

八字防尘措施：革－技术革新，改革工艺和革新生产设备；水

－湿式作业；密－密闭尘源；风－抽风除尘；

护－个人防护；管－维修管理，建立各种规章

制度；教－宣传教育；查－及时检查评比，总

结经验，定期测尘和健康检查。 

七、矽肺 

矽肺是长期吸入大量含

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的

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八、患了矽肺病的症状 

得了矽肺后在一般劳动甚至休息时也会出现

所知气短，呼吸困难，胸痛胸闷，早期矽肺有轻

度干咳，晚期痰中带血。患者易疲劳、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 

九、脱离了粉尘性作业还会患矽肺吗？ 

会，有“迟发性矽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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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产性毒物 

毒物是指较小量进入人体可引起人

体健康损害（中毒）的化学物质。各种

生产过程中产生或使用的毒物统称生产

性毒物。 

十一、职业中毒 

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接触生产性毒物而引起的中毒性

疾病。职业中毒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及慢性中毒三种类型。 

十二、生产性毒物进入人体的途径 

生产性毒物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三条途径进入人体。 

十三、预防职业中毒的措施 

  （1）革新技术、改造工艺，消除毒物； 

  （2）密闭、隔离有毒物质污染源； 

  （3）加强个人防护； 

  （4）提高机体防御力； 

  （5）控制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浓度不超过国家有关标准； 

  （6）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7）加强职业危害及防护知识的

宣传教育。 

十四、急性职业中毒现场处理 

脱离中毒现场，急救处理，解毒

排毒，及时送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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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怎样进行自救互救 

（1）迅速戴上适合的个人防护用品；无防护用品时，拿湿毛

巾、手帕或衣物包住口、鼻，并立即离开毒源向上风方向跑。 

（2）皮肤和眼镜受到毒物沾染时，迅速用清水彻底清洗。 

（3）接触大量毒物，及时送到医院检查。 

十六、怎样预防铅中毒 

  （1）用无毒或毒性小的物质代替铅； 

  （2）设备密闭，减少逸散； 

  （3）局部抽风； 

  （4）减少铅蒸汽逸散； 

  （5）湿式作业； 

  （6）戴防铅烟（尘）口罩； 

  （7）不在车间内进食、吸烟，饭前洗手、下班后沐浴更衣； 

（8）定期检测，定期体检。 

十七、怎样预防苯中毒 

  （1）以元毒或者低毒物质代替苯； 

  （2）改革生产工艺，尽可能不接触或者少接触苯； 

  （3）安装局部排毒装置并加强车间通风； 

（4）加强劳动者个人防护； 

（5）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12 

十八、如何预防密闭空间职业危害 

  常见的密闭空间有洞穴、隧

道、下水道和其他出入孔道、化粪

池、锅炉、船舱、地窖等。预防密

闭空间职业危害事故的措施是： 

（1）对密闭空间内防爆、缺

氧和有毒气体情况进行持续的检

测； 

（2）在开始作业前对密闭空间进行持续的通风换气； 

（3）配备相应的应急防护救援设施； 

（4）劳动者在进入密闭空间前，应该得到作业负责人许可，并

随时与监护者保持联系。 

十九、预防刺激性气体中毒的措施 

加强安全管理，防止跑、冒、滴、漏，杜绝意外事故。 

二十、如何防止正已烷中毒 

（1）以无毒或者低毒物质代替

正已烷； 

（2）尽可能不接触或者少接触

正已烷； 

（3）安装局部排毒装置并加强

车间通风； 

（4）加强劳动者个人防护； 

（5）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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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怎样预防农药中毒 

（1）妥善保管，防止误服； 

（2）喷药时人站在上风向侧

喷，穿长袖长裤，佩戴碱液纱布口

罩； 

（3）避免在午间气温过高时喷

药； 

（4）工作时禁止吸烟进食； 

（5）皮肤污染立即用清水或肥皂水洗净。 

二十二、化学性灼伤急救处理 

立即冲洗，及时送医院就医。 

二十三、高温作业分为哪三大类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高温高湿作业；夏季露

天作业。 

 

 

 

 

二十四、中暑病人如何处理 

脱离高温作业环境，补充含盐的

清凉饮料，严重者送医院就医。 

二十五、预防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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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理布置热源； 

  （2）隔离热源； 

  （3）加强通风换气； 

（4）加强个人防护，合理组织生产。 

二十六、噪声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噪声可以损害人的听觉器官，长

期在 95 分贝噪声环境中，会引起永久

性耳聋。 

二十七、预防噪声对人体的危害 

  （1）以无声或少声工具代

替噪声工具； 

  （2）用隔音、减震、消

声、吸管等措施减弱噪声强

度； 

（3）加强人体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