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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防溺水与院前急救知识

在当下的职业环境中，有
一些工种可能会对从业者的健
康造成潜在危害，如接触有毒
化学品、粉尘、噪声、高温、
辐射等。职业健康体检是预防
职业病、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
的重要手段，本文将详细介绍
职业健康体检的重要性及未来
发展趋势，帮助劳动者和企业
更好地理解和落实职业健康管
理。

职业健康体检的定义与分类

职业健康体检是指针对从
事或可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劳动者进行的专项医学检
查，旨在早期发现职业禁忌
证、职业病或职业相关健康损
害，并采取干预措施，保护劳
动者健康。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和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
业健康体检主要分为四类：

1.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在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前进行，目的是筛查是否
存在职业禁忌证 （如患有哮喘
的人不宜接触粉尘）。

2. 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
检查：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不同，检查周期为1年、2年或

更长时间，目的是动态监测劳
动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职业
病。

3. 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在劳动者调离或终止职业病危
害作业时进行，以评估其职业
健康状况，明确是否因职业暴
露导致健康损害。

4. 应急职业健康检查：适
用于突发职业中毒、事故暴露
等情况，评估劳动者是否受到
急性健康影响。

职业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1. 早期发现职业病
许多职业病 （如尘肺病、

职业性噪声聋、职业性苯中毒
等） 在早期无明显症状，但通
过职业健康体检可以及早发现
异常，避免病情恶化。

2. 筛查职业禁忌证
患某些疾病的劳动者不适

合从事一些特定工作，例如：
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宜从事
高温作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患者不宜接触粉尘；
听力受损者不宜在强噪声环境
下工作。

3. 保障企业合规经营
企业未按规定组织职业健

康体检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

至因职业病纠纷承担法律责
任。合规体检有助于降低企业
风险。

4. 提高劳动者健康意识
通过定期体检，劳动者能

更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从而采
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如戴防
尘口罩、防噪耳塞等）。

职业健康体检的法律法规要求

《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
修订）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
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并承担费
用。《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卫健委，2019年）细化体
检机构资质、检查项目、报告
要求等。《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2013 年） 列出 10大类 132 种
法定职业病。

1. 企业的主要责任
组织体检：安排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劳动者定期体检。
建档管理：建立劳动者职

业健康监护档案，保存至少30
年。

结果告知：将体检结果书
面告知劳动者，如发现异常，
需将劳动者调岗或提醒劳动者
进行治疗。

2. 劳动者的权利
知情权：了解工作场所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
拒绝权：企业未提供防护

措施或体检时，可拒绝从事高
危作业。

索赔权：确诊职业病后可
依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职业健康体检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

1. 当前存在的问题
部分中小企业未落实体

检：出于成本考虑，一些企业
逃避责任。

劳动者意识不足：部分工人
因怕失去工作而隐瞒健康问题。

体检质量参差不齐：少数
机构检查不规范，影响结果准
确性。

2. 未来发展趋势
智能化健康监测：可穿戴

设备 （如智能手环） 实时监测
心率、血氧、噪声暴露等。

大数据分析：通过职业健
康数据预测行业风险，优化防
护措施。

政策加强监管：各地加大
执法力度，推动企业落实职业
健康管理。

如何做好职业健康管理

对企业的建议：

1. 定期风险评估：识别工
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2. 合规安排体检：选择有
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3. 加强防护措施：提供防
尘口罩、防噪耳塞等个人防护
装备。

4. 健康教育培训：提高劳
动者的防护意识。

对劳动者的建议：
1. 积极参与体检：不隐瞒

病史，配合检查。
2. 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如

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
3. 关注自身健康：如长期

咳嗽、听力下降等，应及时就
医。

4. 了解法律权益：遇到企
业违规行为，可向当地卫健部
门投诉。

职业健康体检是预防职业
病、保障劳动者健康的关键措
施，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
都应高度重视，共同构建安
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只有做
好职业健康管理，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让劳动者真正健康
工作、快乐生活。

（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惠）

有数据表明，全球每年约
有37万人因溺水失去生命，其
中大部分溺水者是儿童和青少
年。溺水不仅带走了鲜活的生
命，也给无数家庭带来沉痛打
击和不可逆的损失。令人惋惜
的是，大多数溺水事故本可以
避免。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对于安全意识的加强，
还是对基本游泳急救技能的掌
握，都可能成为挽救生命的关
键。

防溺水措施

防范溺水，首先要从增强
个人安全意识做起。应充分认
识溺水风险，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在野外河流、湖泊等无安
全保障的水域游泳。同时，掌
握基本的游泳技能至关重要。
通过系统的游泳训练，可以提

高在突发情况下的自救能力。
此外，游泳前应做好热身，活
动关节肌肉，以防抽筋；了解
水域的水深、水流等环境信
息，并根据自身状况判断是否
适宜下水，切勿在身体不适或
疲劳状态下游泳。

对于儿童、老年人及其他
特殊群体，更应给予关注。儿
童因自救能力差，在水域附近
玩耍时行为往往不受控制，家
长和监护人应加强对儿童的看
护，避免其独自靠近危险水
域。同时，可让儿童学习游泳
等基本自救技能，提高其应对
危险的能力。老年人身体机能
下降，反应较慢，在水中容易
发生意外。家人应关注老年人
的活动，提醒他们避免到危险
水域活动。如有必要，可为老
年人配备合适的救生设备。而

患有疾病或肢体残疾的人群，
也应在陪同人员监护下接触水
域，防止意外发生。

正确识别溺水迹象

在大众的认知中，溺水者
常被想象成大声呼救、挥手挣
扎的形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真实的溺水往往悄无声
息，溺水者可能无法发出声音
或做出大幅度动作，公众若不
了解其真实表现，极易错过黄
金救援时机，因此正确识别溺
水迹象至关重要。

溺水时，溺水者往往无法
大声呼救，这是因为溺水者需
要集中精力保持头部浮出水面
以获取氧气。同时，溺水者头
部可能前倾，嘴巴位于水面附
近，头发可能盖住额头或眼
睛。这是因为溺水者身体下
沉，为了呼吸只能尽量让头部
露出水面。此时，他们的手臂
可能前伸，试图抓住支撑物，
但动作缓慢且无力，这是由于
溺水者在水中失去平衡，需要
借助外力来保持漂浮。而身体
姿势多呈垂直状态，腿部没有
踢水动作，只是在水中挣扎，

这是因为溺水者的体力逐渐耗
尽，无法进行有效的游泳动作。

这些看似“安静”的特
征，正是溺水的关键信号。只
有提高警觉，了解并牢记这些
典型表现，才能在危急时刻迅
速反应，实施救援。

溺水的院前急救

当溺水事故发生时，时间
就是生命。应尽量避免入水施
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可采用“叫叫伸抛”法：
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人的帮
助，同时拨打 110、119、120
等紧急电话；呼叫救援时，要
准确清晰地告知事发地点和溺
水情况；若现场有树枝、木棍
等，可递给落水者；也可准备
泡沫块、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
浮物投掷给溺水者，助其保持
浮力。

成功将落水者解救上岸
后，需快速评估其意识及呼
吸，如无意识、无呼吸须立即
进行心肺复苏。建议广大民众
到当地市民急救学校或有相关
培训资质的机构学习心肺复苏
术。但溺水性心脏骤停有别于

普通心脏骤停，溺水性心脏骤
停的处理流程应采取“优先恢
复供氧的ABC顺序”，即初始步
骤：将患者移出水面后，立即
清理患者的口鼻异物 （如淤
泥、水草），开放气道，给予5
次人工呼吸（每次持续1秒，确
保胸廓抬起）；而后进行胸外按
压，若患者无反应，立即开始
30次胸外按压（频率100次/分
钟 至 120 次/分 钟）， 随 后 以
30：2的比例持续按压与通气。

如现场配备AED （自动体
外除颤仪），应优先进行CPR，
先完成初始 CPR 周期 （5次呼
吸 + 30 次 按 压） 后 再 使 用
AED。遵循不延误原则，若
AED已就位且不干扰CPR，可
尽早贴电极片分析心律，但不
得因寻找AED而延迟进行人工
呼吸和按压。

溺水者即使获救，体温也
易迅速下降，应及时转移至温
暖环境，用毛毯或衣物包裹其
身体，避免体温继续流失。无
论表面情况是否稳定，均应第
一时间送医检查。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柳州医院急诊医学科 谭云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