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职业病的心得体会(汇总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预防职业病的心得体会篇一

粉尘作业工人可常吃些猪血。猪血中的血浆蛋白经胃酸的分
解，能产生一种可润肠解毒的物质，有利于体内尘毒的排出。

接触铅或铅粉的工人，最好每天喝1-2杯牛奶，并常吃大蒜及
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和水果。牛奶中的蛋白质能与铅结合成一
种不溶性的化合物，大蒜中的某些有机成分能结合铅，维生
素c可与铅结合形成溶解度低的抗坏血酸盐，水果中的果胶物
质可使肠道中的铅沉淀，从而减少机体对铅的吸收。

接触苯的工人适宜吃些高蛋白、高糖、低脂肪及富含维生素b、
c的食物。高蛋白饮食可促使苯氧化，增强肝脏释毒功能。高
糖类可促进苯的`衍生物从体内排出。维生素c可缩短出血、
凝血时间，防止白细胞降低。控制脂肪入量可减少苯在体内
和积蓄和吸收。

接触磷的工人应多吃些含维生素c的新鲜蔬菜、瓜果和足够的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胡萝卜有加速体内汞离子排泄的功能，故接触汞的工人，平
时可多吃胡萝卜。绿豆是一种良好的解毒剂，接触砷、接触
氰化物等有毒物质者，可在平时多吃一些。接触锰者可多吃
些含铁丰富的食物。



噪声环境下工作的人，如能注意在膳食中补充维生
素b1、b2、b6等，对于预防听觉器官的损伤，改善听力，减轻
噪声疲劳等大有益处。和放射线打交道的人应常吃些蛋白、
豆类和奶类等高蛋白食品，以补充因放射性损害引起的组织
蛋白质的分解。

(1)荚膜多糖群特异性抗原：以c群致病力最强;

(3)脂寡糖抗原：脑膜炎奈瑟菌的主要致病物质。

预防职业病的心得体会篇二

从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影响来看，其一方面是国内企业环境相
对较差导致；另一方面则是操作者相关预防意识薄弱造成。
我们认识后者的危害性更甚于前者，企业条件差是可以得到
改善的，但操作者意识不够，则难以改变。在我国，一般焊
割工的职业病发病率明显高于世界同行，之所以造成数控切
割机使用职业病居高不下，更多的是对数控切割机职业病诱
因和防治知识的不了解,为此，我们整理汇总了相关技术资料，
就数控切割机使用职业病防治及安全措施问题说明如下：

数控切割机焊工职业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数控切
割烟尘和气体的浓度与性质及其污染程度，焊工接触有害污
染的机会和持续时间，焊工个体体质与个人防护状况，焊工
所处生产环境的优劣以及各种有害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有在
焊工作业环境很差或缺乏劳动保护情况下长期作业，才有引
起职业病的可能。

物理污染的医学临床表现则多种多样。噪声可导致操作者烦
躁、头痛；高频电磁辐射对人体的主要作用为神经衰弱综合
症，例如头昏、头痛、乏力、心悸、消瘦、脱发等；数控切
割过程中光辐射会导致电光性眼炎的发生，轻者眼部不适、



有异物感，重者眼部有烧灼感和剧痛。数控切割职业病的发
生是各种数控切割污染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焊工职业病包
括焊工尘肺、锰中毒、氟中毒、金属烟热及电光性眼炎等。
其中化学污染(数控切割烟尘和有害气体)的`医学临床表现为
咳嗽、咯痰、胸闷、气短以及有时咯血。

提高操作者技术水平。高水平的数控切割工人在数控切割过
程中能够熟练、灵活地执行操作规章，与非熟练工相比，发
尘量减少20%以上，数控切割速度快10％，且数控切割质量好。
熟练工会不断观察焊条烘干程度、焊条倾斜角度、焊条长短
及焊件位置情况，并作出相应的技术调整。从而减少了污染
还提高了切割速度及质量。

数控切割车间污染的防范、治理及发展方向：预防数控切割
车间污染的3条途径是污染源的控制、传播途径的治理、个人
防护。

1.污染源的控制

数控切割过程中产生的各污染种类和数量取决生产工艺、生
产设备及操作者的技术能力。

2.生产工艺的优化选择

不同的数控切割工艺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有很大的区别。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选用成熟的隐弧焊代替明弧焊，可大
大降低污染物的污染程度。

3.设备的改进

在生产工艺确定的前提下，应选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的
设备。应采用低尘低毒焊条，

以降低烟尘浓度和毒性。在选购新设备时，应注重设备的环



保性能，多选用配有净化部件的一体化设备。

预防职业病的心得体会篇三

教师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群体，不仅要为学生的学习操劳，同
时也要与家长们共同关注学生们其他方面的成长情况。而教
师们由于职业的原因往往都会患上教师独有的`一些职业病。
那么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呢?下面给大
家推荐几种方法供教师们参考。

1、尽量保证睡眠时间，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在晚23时入睡是
获得较大休息效果的重要途径，如果可以的话保证午休同样
必要。

2、当发现患有心血管疾病时，需听从医生的建议，选择最佳
治疗方案。其中，多种微创手术方式治疗心血管疾病具有伤
口小、流血少、恢复快，更加安全和美观的特点。需要注意
的是，拖延治病只会加重疾病严重程度，增加日后治疗的难
度。

3、均衡饮食，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油脂、食盐的摄入量，
多吃一些对于心血管有利的食物。同时注意控制体重，戒烟
戒酒。

4、避免不良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情绪激动、失眠、过度
劳累、生活无规律、焦虑、抑郁，这些因素可使脂代谢紊乱，
引发多种心血管疾病。

5、按时体检，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晕厥，胸闷、胸痛、心悸、
气短等现象时，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6、合理运动，多参加长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



适量的户外运动。

预防职业病的心得体会篇四

教师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群体，不仅要为学生的学习操劳，同
时也要与家长们共同关注学生们其他方面的成长情况。而教
师们由于职业的原因往往都会患上教师独有的一些职业病。
那么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呢?下面给大
家推荐几种方法供教师们参考。

1、尽量保证睡眠时间，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在晚23时入睡是
获得较大休息效果的重要途径，如果可以的话保证午休同样
必要。

2、当发现患有心血管疾病时，需听从医生的建议，选择最佳
治疗方案。其中，多种微创手术方式治疗心血管疾病具有伤
口小、流血少、恢复快，更加安全和美观的特点。需要注意
的`是，拖延治病只会加重疾病严重程度，增加日后治疗的难
度。

3、均衡饮食，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油脂、食盐的摄入量，
多吃一些对于心血管有利的食物。同时注意控制体重，戒烟
戒酒。

4、避免不良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情绪激动、失眠、过度
劳累、生活无规律、焦虑、抑郁，这些因素可使脂代谢紊乱，
引发多种心血管疾病。

5、按时体检，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晕厥，胸闷、胸痛、心悸、
气短等现象时，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6、合理运动，多参加长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



适量的户外运动。

预防职业病的心得体会篇五

这种疾病常见于30岁左右的中年人，同样是因为久坐不动和
坐姿不当引起的，症状多为腰痛、腿痛，在搬重物时，腰痛
明显加重。

对症下药：患者除了应到医院就诊外，平时要多坚持慢跑，
增加腿部肌肉力量，加强膝关节锻炼。

长时间伏案工作，腰部肌肉长久处于静止工作状态，造成血
液流动缓慢，血管淤塞，供血量不足，往往会出现肌肉萎缩
无力、肌肉内有肿块等症状。

对症下药：每天坚持做腰部运动，在工作时要经常活动腰肢，
使腰部肌肉能够经常活动。

这两类病如今在中青年间也很常见，原因还是长久保持坐姿，
四肢缺少活动，使得心脏使用的血液量减少，造成肝火旺盛、
血压升高、血管硬化。

对症下药：除了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外，还应该多做一些运动，
尤其跳跃运动，每天坚持跳20分钟，可保持下肢肌肉的发育。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办公室职业病大多都是因为身体在工作
时间内得不到适当的放松和调整，因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所以，白领们在工作时间一定要注意自我调养，尽量每工作
一段时间，就离开办公桌做一些活动，这样才能保持健康的
身体。

在冬暖夏凉的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们，一定对“安全生产”
这四个宇很是腼生，觉得和自己毫无关系。但是，白领们



的“生产安全”同样存在着安全隐患，这就是“办公室职业
病”。

白领们经常使用电脑、操作复印机、处于空调环境中，所以
容易感到头昏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以及其他一些病
症。这些总体可以称之为“办公室职业病”。这些病症发病
时，往往是以“疲劳”的表象作为掩盖的，许多人不以为然，
但如果忽视它将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此，了解“办公室职
业病”、预防“办公室职业病”是非常重要的。

腰酸背痛是最常见的职业病，是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
肌肉没有机会伸缩所致。不正确的坐姿，是引起腰酸背痛的
主因，但即使保持正确坐姿，久坐同样成疾。

对症下药：要避免腰酸背痛，除了保持良好的坐姿外，每一
两个小时还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每天早晨最好做一些
有氧运动，如慢步或做操等。

主要表现为视力下降、眼睛长久干涩发痒、灼热疼痛、畏光
等，若不注意保健和治疗，容易发生角膜炎和眼结石。

对症下药：每工作1个小时，就应该让眼睛休息2分钟，同时
可以适当做眼力保健操，缓解眼部压力。

长久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最易患三种胃肠道疾病：消化不良、
肠应激综合征和消化性溃疡。这三种疾病，都和白领们长期
不当的饮食有关。

对症下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适时补充一些高纤维素的
食物，促进肠胃消化。同时要少吃产气的食品，如大豆、卷
心菜、洋葱等。

在932名被调查者中，只有96人每周都固定时间锻炼，68%的
人选择了“几乎不锻炼”。这极易造成疲劳、昏眩等现象，



引发肥胖和心脑血管疾病。

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人在有病时自己买药解决，有1/3的人
则根本不理会任何表面的“小毛病”。

许多上班一族的`疾病被拖延，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一些
疾病被药物表面缓解作用掩盖而积累成大病。

932人中，有219人从来不体检。

随着工作节奏加快，吃上符合营养要求的早餐已经成为办公
室白领的奢求。被调查者中，只有219人是有规律、按照营养
要求吃早餐的。不吃早餐或者胡乱塞几口成为普遍现象。

有超过41%的办公室人群很少和家人交流，即使家人主动关心，
32%的人也常抱以应付的态度。在缺乏交流、疏导和宣泄的情
况下，办公室人群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