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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生产作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社会
、政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本质内涵。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把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理念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总体战略，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
”为贯彻“安全发展”的理念和指导原则，就要融入国家、地方、部门和行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中
长期规划；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因此，在科技发展和工业化时期，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探寻和采取治本之策成为关键。
一方面，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
从发展规划、行业管理、安全投入、科技进步、教育培训、安全立法、激励约束、企业管理、监管体
制、社会监督以及追究事故责任、查处违法违纪等方面着手，解决影响制约安全生产的历史性、深层
次问题，筑牢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工程。
　　唱响安全发展，以安全生产基础理论研究为突破口，加强安全生产理论创新，对加强安全生产尤
为重要。
安全专业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安全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安全发展的基础，也是搞好安全工作的重要保
证。
安全类专业的学生在现在以及将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必将成为搞好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目前全国设置“安全工程
”专业教育的院校有近100所。
1999年华南理工大学在华南地区率先成立了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所，2000年招生培养首届安全工程专
业本科生，2003年招生培养首届安全工程硕士研究生，已成为广东省安全工程专业学历教育的重要基
地。
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组织骨干教师，根据安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对其知识体系的要求，并
结合他们多年的科研实践和教学经验，编写“高等院校‘十一五’安全工程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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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其配套规章，参照国内最新技术、标准，结合一般安全
工程专业的特点，从技术、管理和法律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职业病预防的基本知识。
全书共分为8章，包括绪论、职业病危害因素与职业病、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
、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防治的法律规定和职业病危害案例，每章后面配有思考题
。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的学习，附录部分还精选了一些我国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规和标准。
　　《职业病预防》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内容比较全面和实用。
《职业病预防》除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的教材外，还可供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工作者
安全培训或自学用书以及作为广大企业员工的培训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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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是工程措施能达到防护要求，且技术经济指标合理的，不能不采用工程措施而只用个人防护措
施来代替。
　　3.卫生保健措施　　这是基于个体差异而对劳动者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主要有：上岗前体检，发
现职业禁忌者，不安排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在岗期定期体检，及时发现早期病患者，及时调离岗位
脱离接触，并及早治疗防止职业病危害的发展；对女工、未成年工等特殊人群给予特殊保护；注意合
理的膳食结构和营养水平；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防病能力；倡导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和生活方式；配备现场医疗救护。
　　4.组织管理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设立职业卫生管理组织、配
备专（兼）职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建立落实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建立、健全各
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
度；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教育，增强防范有害因素危害的能力；对有害作业场所经常进行检查，督
促劳动者遵章守纪，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配备救援装备和人员。
具体说来，有下列组织管理措施：　　1）加强法制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为保
障劳动者的健康权益，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必须加强执法力度，认真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与此同时，还应认真贯彻执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的一系列法规、条例、规范和
标准。
　　2）加强职业卫生监督　　国家实行职业卫生监督制度是保证《职业病防治法》顺利执行，督促
用人单位不断改善劳动条件、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保护劳动者健康的重要政策。
2003年，中编办对职业卫生监管职能重新作了划分，由卫生部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共同承担，其中作
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转交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对前期预防、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职业病发
生后的诊断治疗与职业病病人的保障三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监督。
　　3）加强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监护对劳动者来说是一项预防性措施，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
权利，是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
其主要内容包括：职业卫生教育与培训、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劳动者健康监护信
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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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旨在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职业卫生工作的发展，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学生提供一本合适的教材
，为提高职业卫生工作者、安全工程专业人员和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水平，实现预防、控制和消除职
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员工的健康及相关权益。
　　《职业病预防》结合一般安全工程专业的特点，从技术、管理和法律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职业病
预防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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