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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标记-再捕获法在工伤漏报调查中的应用
胡伟江 , 周安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 北京　100050)

　　摘要:采用捕获-标记-再捕获法 (capture-mark-recapture, CMR), 对某钢铁企业 1997 ～ 2002 年登记和工人回忆两种

不同来源的非致死性工伤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在此期间登记的非致死性工伤病例为 47 例 , 工人回忆的非致死性工伤

病例为 158 例 , 估计实际发生的工伤病例为 185 例 , 漏报率高达 74.59%;登记病例中休工日在 30 d 以内的只占

7.70%, 而漏报病例占 68.64%, 登记病例和漏报病例的休工日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P <0.01)。说明工伤漏报主要

集中在休工日 30 d 以内的轻伤者 , 应加强对此类工伤登记报告的监督。

关键词:钢铁企业;工伤;漏报;捕获-标记-再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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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apture-mark-recapture method on investigating unreported occupational injury

HU Wei-jiang , ZHOU An-shou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 ,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Beijing 100050 , China)

Abstract:Two resources from reported and investigation of non-fatal occupational injury in one steel company from 1997 to 2002

were analyzed by Capture-mark-recapture method.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47 non-fatal occupational injury cases in reported

resource from 1997 to 2002 , 158 cases were recalled.185 non-fatal occupational injury cases were estimated , unreported ratio is

74.59%.The leave duration of 68.64% of cases is less than 30 days in unreported group , but there are only 7.70% of cases in

reported group.The leave duration of reported case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unreported cases (P<0.01).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unreported cases mainly belong to the minor injuries whose leave duration is less than 30 days.To report occupational injury

cas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Steel company;Occupational injury;Unreported;Capture-mark-recapture

　　职业伤害也称工伤 , 是指由于工作或从事相关工作时发

生事故而导致机体组织的突发性意外损伤 , 包括违反操作规

程造成的损伤。它严重地威胁着职业人群的健康与安全 , 是

值得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 , 全

球每年 发生 各类工 伤事 故约 2.5 亿起 , 死亡 率高 达

14.00/10 万。目前国外学者根据各部门的工伤登记资料已对建

筑业 、 汽车制造业 、 化工业等行业的职业伤害进行了研

究[ 1 ～ 4] , 我国对职业伤害的研究起步较晚 , 工伤登记报告制

度不健全 , 漏报现象十分突出。本文拟通过某钢铁企业工伤

漏报情况的调查 , 为相关部门提供准确 、 可靠的工伤数据 ,

探索科学方法 , 从而有利于开展该类企业工伤事故的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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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伟江 (1976—), 男 , 硕士 , 主要从事职业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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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作。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是利用企业工伤登记资料和工人回忆两种不同

来源的资料估计工伤的漏报率。选取某钢铁企业 1997 ～ 2002

年间登记的非致死性工伤资料作为一种资料来源 , 通过现场

调查同一钢铁企业职工 , 让工人回忆 1997～ 2002 年期间发生

的非致死性工伤作为另一种资料来源 , 对已调离本单位或仍

在休工者 , 通过询问劳资员或其他工作人员获取工伤信息。

工伤登记的标准和严重程度按国家标准 GB6441—86
[ 5]
进行 ,

其中由单个工伤事故导致一次伤害的再误工按照职业伤害的

同一次伤害的延续误工处理 , 不将其作为新的病例。

1.2　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 CMR法进行工伤漏报率的估计 , CMR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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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 个或 2 个以上独立样本来估计生物群体大小的方法。

随着生物统计学的发展 , 其理论和方法得到了逐步完善 , 现有

两样本 CMR法和多重 CMR法两种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疾病监

测和漏报率调查。 本次研究为两样本资料 , 因此采用两样本

CMR法进行工伤漏报率估计。其原理:假设从一总数为 N 的

生物群体中随机捕获 1 个含有 M 个个体的样本 , 然后标记并

释放到原生物群体中去 ,随后再从该生物群体中随机捕获含量

为 n 的第二个样本 , 其中带有标记的个体数为 m , 根据

Chapman等提出的无偏估计公式 N =[ (M +1)(n +1)/(m +

1)] -1 进行估计 , 其方差 Var(N)=[ (M+1)(n +1)(M -m)

(n-m)] /[(m +1)2(m +2)] , 95%的可信区间为 N ±1.96

Var(N)。

1.3　统计分析

采用流行病学数据录入软件 Epidate 建立数据库 , 并用

SAS8.0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漏报率分析

1997～ 2002年期间 , 在册登记的共有 47人次发生非致死

性工伤 , 即第一次从全体职工这个总体中捕获的发生工伤的

样本数 M=47;通过调查共有 158 人次回忆自己或工友发生

过非致死性工伤 , 即第二次从全体职工这一总体中捕获的样

本数 n =158 , 之后将本次捕获的样本与第一次捕获的样本进

行比较 , 结果第二次捕获的样本中带第一次捕获标记的样本

数 m =40 , 未带捕获标记的样本为 118。根据上述两种不同来

源的资料 , 通过无偏公式估计 , N= [ (47+1) (158+1)/

(40+1)] -1=185 , 即实际发生非致死性工伤的人次约为

185 , 其 95%的可信区间为 167 ～ 203 (表 1), 漏报率高达

74.59%。根据估计的样本总数 , 可知其中有 20 人次在两个样

本中均未被捕获。

表 1　两种不同来源工伤资料比较

回忆资料

是 否 合计

是 40 7 47
登记资料 否 118 20 138

合计 158 27 185

2.2　漏报病例特征分析

对报告登记的工伤病例和自我陈述但未登记的工伤病例

(即已知漏报病例)的休工日比较分析发现 , 工伤登记资料中

的休工日中位数为 90 d , 即该组病例中休工日处于中间位置

病例的休工日为 90 d;已知漏报病例的休工日中位数为 10 d。

对两组工伤病例的休工日分别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 结果均呈

偏态分布 , 采用 Kruskal-Wallis 非参统计检验 , 两者差异具有

显著性 (P<0.01)。在报告登记的病例中 , 休工日少于 3 d 的

病例数为 0 , 休工 30 d 内的病例只占登记病例总数 7.70%;

而在已知漏报病例中 , 休工日在 30 d 内的病例占总数的

68.64%(表 2), 提示工伤漏报主要集中在休工日较少的轻伤

病例中。

表 2　1997 ～ 2002年登记报告病例与未登记病例休工日比较

类型 例数
休工日
中位数

休工日数

1～ 3 4～ 30 31～ 6061～ 104 ≥105

报告登记＊ 39 90 0 3 6 13 17

自我陈述
但未登记

118 10 24 57 22 13 2

　　＊8例登记资料缺休工日

3　讨论

本研究运用 CMR法进行工伤漏报调查, 这种方法能够估计

潜在的漏报数 ,为了解真实 、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种技术支持,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慢性病和急性损伤的调查[ 6, 7] 。但 CMR法也

有其局限性, 特别在应用两样本 CMR法时 , 这种方法假设所有

个体都有同等概率被不同样本所捕获 , 并且各样本是相互独立

的, 如果不同来源的样本存在依赖性, 会使估计样本出现偏倚。

若某一个样本中的个体更可能被另一个样本所捕获, 则会低估

总体数量;反之会过高估计总量。在本研究中 ,这两种来源的样

本之间存在依赖性 ,通过调查工人本人容易捕获职业伤害者 , 因

此可能会低估样本总数。但在捕获个体时的标准可能会有差

异,即工人在自我报告为工伤的病例中有些可能根本不够工伤

标准 , 则导致过高估计。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漏报主要集中在休

工日 30 d 以内的轻伤者。漏报的主要原因为一旦进行工伤登

记, 会影响本人所在车间和班组的整体经济效益 ,况且医疗费用

不高 ,自己能够承担。因此应加强对伤害程度较轻的工伤病例

登记的监督 ,确保工伤数据的准确性 ,使决策部门能制定切实可

行的预防策略 ,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由于我国的工伤登记资料来源很少 , 目前仅有企业登记的

工伤资料 ,同时企业对工伤较为敏感 ,不能采用与企业部分人员

座谈的方式获取相关资料。本次研究采用直接调查每一个工人

作为工伤的另一种资料来源 ,这种方式的漏报调查费用较高。

但近年随着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 , 保险赔偿登记资

料可以作为工伤资料的另一种来源, 结合上述两种登记资料 , 采

用CMR法可以估计工伤的真实发生情况。

随着我国各种伤害监测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 工伤的资料

来源不断增加 , CMR法将会得到广泛应用 , 同时在有多种资

料来源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多样本 CMR法 , 克服两样本 CMR法

的局限性 , 使估计数字更为准确。 这种方法也可应用于职业

病报告等漏报情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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