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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监护的涵义与发展历程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上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

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

       1990年，WHO在有关文件中对健康的定义又加以了补充，认为健康应包括四个

方面：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

监 护

        连续地系统的收集、分析健康资料，并适当地使用、管理这些资料

相关概念



一、健康监护的涵义与发展历程

        过去，医学检查被认为是保护工作人群健康项目的起点，急救和治疗性卫生服务

常是预防和保护工人健康的一个重要步骤。

        20世纪50~70年代，工人健康监护仅局限于对某些工人（如特定的职业危害及一些

特定的职业的工人进行医学检查）。

         情况和需要随着时间而改变：技术的进步，更为复杂的检查方法的出现（生物监测

和工作场所环境监护），强调预防和机能整体性的方法（例如工人全面的总体健康与多

学科交叉的方法），也强调价值观（初级健康保障，人权和工人权力）。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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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作业场所 指工作场所有生产性热源，其

散热量大于参考值的车间：或当室外实际出现本

地区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的气温时，包括夏季

通风室外计算温度≥30。C 地区的露天作业，不

含矿井下作业，

            高温作业  即指在上述高温作业场所所从事

的工作

高温作业的定义及特点：

二、高温作业人员健康监护



二、高温作业人员健康监护

           高温作业时，人体可出现一系列生理改变，

主要为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循环系统、消化系

统、神经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等方面的变化。

           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内是适应性反应，但超

过限度，则可由于热平衡和/或水盐代谢紊乱而引

起以中枢神经系统和/或心血管系统障碍为主要表

现的急性疾病中暑的发生。

高温作业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二、高温作业人员健康监护

高温危害及预防措施

病症 原因 急救 可行的解决方法

肌肉痉挛症状：热量引起
的肌肉痉挛，通常出现在
工作之后

大量出汗，饮用了大
量的水，但是没有补
充失去的盐分

提供带有电解质的液体（
钙、钠和钾盐）

1、工程控制措施：通风、场地冷

却、风扇和阻挡辐射源的热挡板，

改装设备以及使用电动工具以减少

手工劳动

2、管理措施：将繁重的工作在一

天之中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适当

的安排员工在凉快地点稍作休息，

并每隔半小时喝大约250~500毫

升水。员工应接受高温作业知识培

训

3、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在温度

特别高的场所，可穿着反光服或其

它劳动防护用品

热量消耗症状：极度虚弱
或疲劳、眩晕、脸色苍白
、冒虚汗、大量出汗、头
疼、恶心和昏厥、不省人
事

由于大量出汗但没有

足够的水补充而导致

脱水，从而引起血量

减少

如果病人头脑清醒，让其
在较凉的地方休息。补充
出汗所失去的水和电解质  

如果病人不清醒，立即送
医院治疗，千万不要提供
任何饮料

中暑症状：皮肤很干、很
热、面部带红色斑点或发
青。精神错乱、惊厥、不
省人事、体温快速上升到
40。C或更高

因为病人不再出汗，

致使身体变得过热。

中暑可危及生命

立即送医治疗。将病人移

到阴凉通风处，去掉个人

保护用品，在等待医生的

同时，用湿毛巾或水和酒

精进行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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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称 病原 传染途径 症状

急性胃肠炎
致病性大肠杆菌
群、空肠弯曲菌
、沙门氏菌等

由被细菌及其毒素或病毒污染的食
物引起。媒介食物主要为肉类、蛋
类、水产品、凉绊菜等

患者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发热等症状

细菌性痢疾 由痢疾杆菌引起
的肠道传不染病

其传染源是病人和带菌者，病菌通
过日常生活接触、食物、水、蝇传
播

发病后患者出现畏寒发热、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脓血便、
重感冒等，且细菌性痢疾的表现
轻重不一

霍乱 由霍乱弧菌所致

经饮用水传播是其重要的途径（河
水、井水、池塘水、泉水与自来水
均可经地面或地下水受人或动物的
粪便污染而成为传播媒介）

病人可出现无痛性腹泻、呕吐、
淘米水样大便、脱水等。如不治
疗，会迅速出现休克、甚至死亡

甲型肝火 甲肝病毒（HAV
） 粪  口传播

患者急性起病，出现乏力、纳差
（指没有食欲、进食量少）、厌
油、皮肤、巩膜黄染，肝脏肿大
、肝功能检查异常等等

夏季常见疾病介绍

三、夏季常见疾病预防知识简介



三、夏季常见疾病预防知识简介

肠道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由于该类疾病经食物、饮用水、日常生活接触等传播，故注意卫生，养成良好的

环境卫生惯，把住口手两关，是预防疾病的关键，可从下面几点做好防控措施： 

1.  水源：保证饮用水不被污染，特别是不被粪便污染

2.  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食物，尤其注意不要生食和半生食海产品、水产品。 

食物（包括肉、鱼、蔬菜等）要彻底煮熟、煮透。剩余食品，隔餐食品要彻底再加

热后食用。生吃瓜果要注意洗干净，削去果皮。生熟食物应分开，合理调整饮食，

适当多吃些醋和大蒜，有助于预防肠道传梁病。

3.   个人卫生 ：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饭前、便后洗手，及处理生

产食物（鱼、虾、蟹、贝类等水产品）后要用 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反复洗手



三、夏季常见疾病预防知识简介

肠道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4.   环境卫生：保持周围环境清洁，协助卫生防疫部

门做好消灭四害工作。

5.   日常起居：注意劳逸结合和保证充足的睡眠，以

提高机体免疫力。

6.   预防接种：高危人群可应急接种甲型疫苗、伤寒

疫苗、霍乱疫苗等。

7.   及时就医：当发生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

肠道症状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肠道门诊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



三、夏季常见疾病预防知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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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减少热负荷与保护人或机体在高湿作业时的正常生理状态。前者指消除和降

低环境对机体的辐射热和对流热，减轻劳动强度，以减少机体的获热和产热量，从根本

上消除或减少机体热负荷；后者指缓解环境引起的机体热反应及提高机体的耐热能力。

防暑降温措施的原则：

四、防暑降温措施



防暑降温的具体措施包括：

        1、新建企业要严格按我国现行的《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执行，按规定的高温车间气象条件卫生标准

的要求做到“三同时”。

        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生产设备以达到既能消除高温、

热辐射的产生和影响，又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例如，

将热加工工艺，改为冷加工工艺，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

化、自动化程度等。

四、防暑降温措施



防暑降温的具体措施包括：

        2、合理布置和疏散热源，应尽可能将各种热源布置在车间主导风向下侧；或将热

源集中于排气天窗下面。对不需要经常操纵或观察的散热设备，应尽可能疏散到车间外

的主导风向下风侧。

四、防暑降温措施



        3、对接近操作工人的各种热源的散热表面，应尽量采取隔热降温措施。隔热降温是利用导热

性差的材料或空气层降低热源的表面温度，以减少热源的辐射热和流热。用屋顶通风、屋顶喷淋水、

屋顶隔热、窗户遮阳等措施来减少太阳辐射。用石棉、矿渣棉、玻璃棉、硅藻土等导热性差的材料

包敷发热体以减少热量向外散发。用流动水幕、遮热板热屏障，设置在发热体与操作工之间。

四、防暑降温措施



        4、全面自然通风是高温车间通风降温的基本措施，凡是在工艺上对温度、湿度和风速无严格

要求的车间，均可采用。（自然通风是利用自然的热压或风压作为动力，让室内外空气通行大量交换，为了

保证和提高自然通风效果要注意车间通风相一般与夏季主导风向成60度角以上，热源应布置在主导风向的下风

侧，通气窗最好有上下两排，下排送气窗作为夏季进风用，窗下沿高度可在0.6m—0.8m,上排进气窗作为送气

用，窗下沿不宜低于4m。）

以及机械通风降温设备主要有

风扇、喷雾风扇、集中式全面

或局部冷却送风系统等。特殊

高温工作地点，如高温车间的

天车驾驶室、轧钢机的操作室、

推焦机的驾驶室等采用空调机

送风。

四、防暑降温措施



        5、凡发现有心血管和肺的器

质性疾病、持久性高血压、胃及十

二指肠溃疡、活动性肺结核、肝脏

疾患、肾脏病、内分泌疾病（如甲

亢）、肥胖病、贫血、皮肤病、中

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及急性传染

病后身体衰弱者，均不宜安排在高

温作业岗位上。

四、防暑降温措施



       6、高温作业工人需及时补充水分和食盐。一般每人每天供水3 ~ 5升，盐20克左右。含

盐、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的强化保健饮料最佳，但也可用含盐0.1% ~ 0.2%的开水、茶或其

它清凉饮料。此外也可以供应蕃茄汤、绿豆汤、豆浆、酸梅汤等，饮料的配制、冷却、运输及供

应都必须依食品卫生法加强卫生管理，指定专人负责，防止污染。饮料温度以不超过12。C为宜。

在高温环境劳动时，能量消耗和蛋白质消耗均增高，应从膳食中予以补充，蛋白质以占总量的

14% ~ 15%为宜，维生素A、B1、C和钙也应适当补充。

四、防暑降温措施



    7、高温作业工人的工作服，应采用质地结实、耐热和导热系数小、透气性能良好、阻燃并

能反射热辐射的织物。高温工作服要求宽大、轻便及不妨碍操作。此外，应按不同作业的需要，

供给工作帽、防护眼镜、手套、鞋盖、护腿等个人防护用品。特殊高温作业，如热修炉衬、清理

钢水包等，需佩戴隔热面罩和特殊隔热服装，如镀铝隔热冷风衣等。夏季露天作业者可配备宽边

草帽、遮阳草帽、或通风冷却帽等以防日晒。

四、防暑降温措施



    8、炎热季节可根据各地情况适当调整劳动休息时间，尽可能缩短劳动持

续时间，增加工间休息次数，延长午休时间等。工间休息室内应有座位、供水

设备及沐浴装置等，休息室气温应在30。C以下，有条件时，可安装空调。保

证高温作业工人在夏季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对预防中暑具有重要作用。

四、防暑降温措施



      藿香正气水（丸）：具有祛暑解表、化湿和中之功效。主要用于夏季中暑、外感风寒、头痛昏
重、脘腹胀痛，呕吐泄泻、胃肠型感冒等症，治疗皮炎、痱子、蚊虫叮咬等也有良效。
      仁丹：又名人丹，具有清热解暑、温中止呕之功效，主要用于中暑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及
饮食不洁引起的腹痛、肠胃不适等症。孕妇及儿童忌用。
      口服补液盐：如果长时间工作在高温下，还可预备一些口服补液盐，此种口服液含钾、钠、氯、
枸橼酸钠、无水葡萄糖，可补充人体因大量出汗而导致
的虚脱。
       风油精：具有提神醒脑、镇痛驱风、清凉止痒等多
种功效。内服可治头晕头痛、咽喉肿痛等症，外搽可治
中暑所致的多种症状，还可治疗伤风感冒、关节疼痛、
蚊虫叮咬、皮肤痛痒、晕车晕船等。
      菊花茶：预防中暑还可用菊花茶等，有清凉解暑、
生津止渴的功效。

夏季防暑备药推荐

四、防暑降温措施



夏日消暑五不宜

1、空调不宜过冷 ：医疗气象学家通过试验发现，应该不断调节居室温度，从而逐渐适应温度的

较大变化。正确的做法是：居室的温度应在26。C~ 29。 C之间不断变换，才对身体健康有利。

2、降温不宜过快： 大汗淋漓时，到风扇前揭开衣服猛吹，或拧开水龙头，让冷水直冲而下，实

现快速降温，是好多人认为爽心的做法。殊不知，这种快速冷却的方式常常会快活一时，难受几

天，甚至引起各种疾病。

3、喝水不宜过量： 多喝水是防暑的好措施，可过量饮水也会引起中毒。尤其在炎热的夏季，人

们大量出汗之后，体内的钠盐等电解质也随之丢失，如果此时大量饮用白开水而未补足盐分就会

出现肌肉抽搐或肌肉痉挛性疼痛。

四、防暑降温措施



夏日消暑五不宜

4、衣服不宜过露 ：保健专家指出，赤膊只能在皮肤温度高于环

境温度时，才能通过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起到降温的作用。

而酷暑之日，最高气温一般都接近或超过37。C，皮肤不但不能散

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因而夏季赤膊会感觉更热。

5、墨镜不宜过黑 ： 许多人认为太阳眼镜颜色越深越能保护眼睛，

其实，镜片颜色过深会严重影响能见度，眼睛因看东西吃力而受

到损伤。因此，夏季选择太阳镜的标准，

应该是镜片能穿过30%的可见光线，

以灰色和绿色最佳。

四、防暑降温措施



如何预防中暑

1. 出行躲避烈日：

      夏日出门记得要备好防晒用具，最好不要在10点至16点时在烈日下

行走，因为这个时间阳光最强烈，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老

年人、孕妇、有慢性疾病的人，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在高温季节

要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

2. 别等口渴了才喝水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口渴已表示身体已经缺水了。最理想的是

根据气温的高低，每天喝1.5至2升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补充一些盐水

，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另外，夏季人体容易缺钾，使人感到

倦怠疲乏，含钾茶水是极好的消暑饮品。

四、防暑降温措施



如何预防中暑

3. 饮食:   夏天的时令蔬菜，如生菜、黄瓜、西红柿等的含水量较高，

新鲜水果如桃子、杏、西瓜等水分含量为80%~90%，都可以用来补

充水分。另外，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满足身体的营养之需。

4. 保持充足睡眠:   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

也大，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得到放

松，既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是预防中暑的措施。最佳就寝时

     间是22时至23时，睡眠时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

      电风扇下，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

四、防暑降温措施



自已中暑或发现他人中暑救护流程图

转移：如转移至树荫底下、室内等阴凉通风处

散热：解开上衣或衣领

降温：冰水擦浴、冰敷、吹冷气等方法

补液：喝冷饮料或淡盐水等

药物：给予仁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

送医：病情严重、仍未缓解或病情加重时立即送医救治

四、防暑降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