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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宝鸡市职业病发病以物理因素职业病为主 ,

尘肺病次之 , 现患病率为 0.17‰。尘肺发病比较平稳 , 物理

因素所致职业病 (噪声聋)呈上升态势 , 已成为今后该市职

业病预防控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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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宝鸡市历年职业病发病特点及规律 , 分析该地区

危害严重的职业病因素 , 为今后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 对该市

建国以来至 2004年底的职业病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 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宝鸡是陕西省第二大城市 , 全市工业门类齐全 , 各类生

产企业3 870余家 , 以机械 、 电子 、 有色金属等制造业 、 采矿

业为主 (占 90%以上)。产业工人约 48万。

采取回顾性及职业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对宝鸡市 1949 ～

2004年底职业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找出历年来该市职业病

发病的时间 、 病种 、 行业分布及因职业病死亡分布。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及特点

该市职业病危害因素粉尘类以矽尘 、 水泥尘 、 电焊尘为

主 , 合格率为69.5%, 接尘约2 万人;毒物类以有机溶剂 (苯

系物)和金属类毒物 (如铅 、 汞等)为主 , 合格率为 95%,

接触者约 0.7万人;物理性因素有噪声 、 振动 、 放射线等 , 接

触者约1 万人。噪声合格率为30%。使用60Co等密封源 335 个 ,

总活度 2.32 PBq (0.74×107～ 2.22×1015Bq)。125I等非密封源核

素年用量 20.88×1010Bq/年[ 1] 。 10年来放射人员人均年剂量为

1.27 mSv。2002年以来 , 该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与效

果评价率仅 1%, 点监测率约 5%。

2.2　健康检查和发病情况

1949～ 2004年共报告职业病 694例 , 各类疑似病例1 412例

(疑似病例升为病例者按病例统计 , 未重复统计在疑似病例

中)。 2004 年现患病率为 0.17‰ (现患职业病 633 例 , 接触职

业病危害人数约 3.7 万人)。共诊断尘肺 313 例 , 疑似病例

1 056例。已因尘肺死亡 61 例 , 病死率 19.49%。 252 例现患尘

肺中矽肺占 52%, 煤工 、 电焊工及铸工尘肺均占总例数 10%

以上。发病集中在矿山和机械行业。职业中毒及其他类职业

病共 106 例 , 疑似病例 267 例。 TNT 中毒发病例数最多 , 占

25%以上。依次为苯 、 铅 、 锰 、 磷化物 、 汞中毒。发病集中在

机械制造 、 化工 、 轻工等行业。物理因素致职业病共 275 例 ,

疑似病例 89 例。耳聋及听力损伤占 96%以上 , 其他为放射病

(放射性白内障2 例 , 放射性皮肤损伤 3 例)和局部振动病 ,

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企业。

2002～ 2004 年该市职业性健康监护年平均监护率约 20%,

新发职业病 65 例 , 疑似职业病病人 70 例 。其中矽肺 13 例 ,

铅 、 一氧化碳等中毒 14 例 , 物理因素致职业病 (听力损伤及

耳聋) 38 例 (2001 ～ 2004 年分别为 5、 7、 1、 25 例), 占

58.5%。 2004 年市疾控中心进行职业性体检4 500人 , 共检出

尘肺 、 噪声聋等新发职业病 27 例 , 检出率 0.6%。

3　讨论

3.1　该市职业病发病特点

该市职业病现患病率为 0.17‰, 远低于全国水平[ 2 ～ 4] 。

物理因素致职业病 275 例 , 占 43.44%, 列发病第一位 , 不同

于全国尘肺占职业病 2/ 3的发病情况。这与该市工业以装备制

造业为主 , 机械加工产生的噪声源较多较强密切相关。其次

为各类尘肺 (252 例), 急慢性职业中毒及其他职业病列第三

位 (106例)。分析该市职业病发病有以下特点:(1)现患病

率较全国总体水平低 , 这与该市轻工业占主导地位有关 , 也

是职业病防治工作常抓不懈的结果;(2)物理因素职业病患

病率最高;(3)尘肺发病比较平稳 , 并且有下降的趋势;(4)

发病有明显的聚集性 , 如开采较早的老矿尘肺病较多 , 某化

工企业的 TNT中毒较明显 , 一些机械加工企业噪声聋发病率

较高等;(5)各类疑似病例数较多 , 总计达1 412例 , 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

3.2　发病原因分析

一是认识不足 , 执法不力。建设项目职业卫生预评价与

职业病危害效果评价率 、 监测率 、 健康监护率极低。二是投

入不足 , 工作滞后。目前 , 该市无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 , 人

才 、 设备缺乏 , 无专业性职业病治疗机构。三是有法不依 、

意识淡薄。在招商引资中 , 一些存在职业病危害 、 落后的生

产技术和工艺已转移到该市。另外 , 大部分民营企业工艺简

单 , 设备落后 , 管理水平低 , 职工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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