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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2000—2011 年公布的最新职业病统计数据表明，职

业中毒是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严重影响着劳动者

的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

1992—2011 年 20 年间我国公开发表的有关职业中毒研究论文

进行分析，以明确我国职业中毒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范围、
研究热点与重点、研究队伍状况，从而为我国职业中毒预防与

控制、职业中毒的理论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开展职业中毒研究提供可靠依据［1］。
1 检索数据源及方法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 CNKI) 为检索数据

源，以“职业中毒”、“职业性中毒”为主题，出版年限定在

1992—2011 年 ( 剔除误检及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检索出近

20 年我国公开发表的职业中毒研究文献共1 598篇。对所检出

的结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主要分析项目包括: 文献年代分

布、期刊分布、基金论文、作者发文数量、作者机构、作者

地区分布、关键词结合主题内容分析。
2 结果及分析

2. 1 时间分布

对论文的时间分布进行分析，有利于纵向把握我国职业

中毒研究的发展脉络。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职业中毒研究

论文的时间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年度分布不均衡，整体呈上

升趋势。1992—1999 年，职业中毒的文献数量平稳发展，年

均发文量为 61 篇。自 2000 年开始，我国职业中毒总数呈上

升趋势。2001 年以后，我国加大了职业卫生的监管力度，相

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用来规范

职业卫生的管理监督方式和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国家加

强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后，职业病发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职

业中毒整体发病平稳，没有明显增长。至 2006 年开始出现反

弹，发文量迅速增长，2008 年发文最多，是 1993 年的近 3
倍。从发生急性职业中毒时间分析，整体呈上升的趋势。究

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民营经济组织的迅猛发展，职业

危害严重的工业项目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地转移，且相

应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未及时到位，职业隐患严重，急性职

业中毒事故逐年上升; 第二，随着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

的大量应用，新的职业中毒开始出现，劳动者面临的职业危

险也不断增加; 第三，我国对职业中毒研究越来越重视，责

任单位的报告意识在逐步加强，研究职业中毒的相关人员对

职业中毒的研究探讨不断拓展，进入了稳定深入的研究阶段，

有关文献相对增多。

图 1 1992—2011 年我国职业中毒文献年代分布

2. 2 期刊源分布

对论文的期刊源分布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

核心期刊，以便对我国职业中毒研究论文进行搜集、整理，

同时对于研究人员的稿件投向有着参考意义，为他们更迅速

的发表研究成果提供引导。结果表明，1 598篇论文分布在

467 种公开出版的期刊上。载文量在 20 篇以上的期刊共有 18
种，发表职 业 中 毒 研 究 论 文 984 篇，占 20 年 发 文 总 量 的

61. 58% ( 984 /1598) ，见表 1。这些刊物可以作为我国发表职

业中毒研究论文的核心刊物，是发表职业中毒研究论文的重

要载体。特别是前 4 种刊物《职业与健康》、 《中国职业医

学》、《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发表了

我国职业中毒研究论文达 483 篇，为发表职业中毒研究论文

的“重中之重”，是职业中毒研究主题核心期刊中的核心，在

职业中毒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学术导向作用。
表 1 论文的期刊源分布 ( 载文 20 篇以上的期刊)

刊名 发文数量 刊名 发文数量
职业与健康 192 现代预防医学 42
中国职业医学 116 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37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99 化工劳动保护 30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76 实用预防医学 29
环境与职业医学 55 现代预防医学 28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53 现代职业安全 22
职业卫生与病伤 49 浙江预防医学 22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48 中国城乡企业卫生 22
劳动保护 43 中国公共卫生 21

注: 载文相同的期刊排名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2. 3 基金文献

1 598篇文献中有 108 篇文献由各类基金支持，占文献总

数的 6. 76%。前后 10 年相比，多个类别的基金资助都呈上升

趋势，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就达

33 项之多，揭示了职业中毒问题已受到各级各类科学基金的

重视。国际间合作的文献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基金资助的对

广东省内的涉外企业职业中毒等职业病的调查研究［2］，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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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华医学基金资助的，用美国 HR 方法对苯作业危害程

度分级的探索研究［3］。
2. 4 高产作者及研究团队

20 年间共有4 287位作者发表了有关职业中毒方面的文

献，其中高产作者多位，这说明我国职业中毒研究队伍比较

稳定，部分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者在真正致力于职业中毒的

各类研究。这些作者根据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共形成了 7
个不同的团队，研究职业中毒不同的方向。见表 2。

表 2 职业中毒研究团队

团队成员 所在机构 研究方法 研究方向

何家禧 黄先青 林炳杰 吴子俊
吴坤等 广东省深圳市卫生防疫站 调查研究

深圳涉外企业三氯乙烯、正己烷和苯
引发的职业中毒

刘葛成 罗普泉 肖云龙 余丹 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调查研究 湖南省职业病发病研究与监测

高华北 马金辉 刘晓 张花玲
严国兴 黄曦等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急性职业中毒研究

秦景香 刘武忠 周敏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实验方法 苯系物、铅引发的职业中毒

王广松 王明启 贵州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病例分析 慢性职业中毒研究

唐小江 夏丽华 赖关朝 杨爱初
李森华 马争等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实验方法、病例分析 三甲基氯化锡引发的职业中毒

邢娟娟 姜秀慧 胡福静 张华俊
李翔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调查研究 重大突发职业中毒事故应急研究

2. 5 作者机构

国内发表职业中毒研究文献前 12 位的机构 ( 按第一单

位分析) 分别是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

所、广东省深圳市卫生防疫站、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复

旦大学、山东省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

究所、广东省龙岗区卫生防疫站、江苏省昆山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吉林省职业病防治

院。这 12 个机构发表文献量占文献总量的 18. 2% ，是我国

职业中毒研究的活跃单位，其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能代表我

国职业中毒的研究水平。12 家机构中 11 个是专业的职业病

防治机构，因其具有行政性和专业性的特征，有专业的人才

资源、检测设施、治疗手段等优势，所以较好地行使着职业

中毒防治的职能，是职业中毒研究的重要技术力量。
2. 6 作者地区

按照作者所属机构地区的不同进行分析，显示与发文作

者的分析结果相一致。我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对

职业 中 毒 有 文 献 研 究。其 中 以 广 东 ( 16. 3% ) 、北 京

( 13. 4% ) 、浙江 ( 11. 6% ) 、江苏 ( 9. 8% ) 、上海 ( 7. 3% ) 、
山东 ( 6. 6% ) 、湖南 ( 5. 8% ) 、四 川 ( 3. 9% ) 8 个 地 区 最

多，发文数占发文总数的 74. 7%，这与上述地区经济、文化、
教育相对发达有一定的关系。另外每个地区关注职业中毒研

究的方向不一，这也与不同地区职业中毒发病特点、研究对

象的不同和研究者关注视角等有关。
2. 7 主题研究

职业中毒研究的主题内容比较广泛，论文主题涉及职业

流行病学、诊断和治疗护理、并发症、生物学和生化指标、
预防控制、生命生活质量监测与健康教育等方面。其中职业

流行病学调查所占比例最大，以流行病学调查和劳动卫生学

调查为手段，以现场研究为主，调查有关职业中毒发病率、

死亡率等; 其次为诊断与治疗。现结合统计数据对近 20 年我

国职业中毒的特点进行分析。
2. 7. 1 化学毒物高频关键词 1992—2011 年有关职业中毒

的研究文献分析显示，职业中毒的化学毒物高频关键词为一

氧化碳、硫化氢、铅及其化合物、苯、砷化氢、三甲基氯化

锡、有机溶剂等。这与徐桂芹等［4］作者研究的我国引起职业

中毒的主要化学毒物种类相一致，即引起急性职业中毒占前

两位的化学毒物主要是一氧化碳和硫化氢，一氧化碳急性职

业中毒主要分布在冶金、煤炭、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 硫

化氢急性职业中毒主要分布在化工、煤炭和机械等行业。其

他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化学毒物为苯、砷化氢、氨、磷化物、

汞及其化合物、氯气等。引起慢性职业中毒占前两位的化学

毒物主要是铅及其化合物和苯，主要分布在有色金属、冶金、

电子和机械等行业。其他引起慢性职业中毒的化学毒物为三

硝基甲苯、砷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正己烷、二硫化

碳等。可见，引起急慢性职业中毒的主要化学毒物种类和涉

及的行业基本固定。据此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提高效

率，降低急慢性职业中毒的发生率。
2. 7. 2 有关中小企业职业中毒文献增多 统计显示，1992—
2011 年我国中小企业职业中毒的有关文献比例较大，且后十

年较前十年文献量明显增长，说明我国中小企业职业中毒引

起的职业病人数比例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有关研究人员的

重视。我国约有 2 亿劳动者接触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

集中在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非正规企业。中小企业设

备简陋，无任何防护设施; 管理混乱，人员整体素质低，法

制观念淡漠，而且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职业危害防

治的法规、标准以及技术手段。中小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已成

为我国职业卫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建议各级职能部门重点

加强相关行业的监管，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监管; 履行指导职

责，加强有效果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
2. 7. 3 职业中毒的诊断和治疗不断发展完善 1992—2011
年我国职业中毒有关文献中对职业中毒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研

究占总发文数的 21. 56%。说明我国对职业中毒诊断和治疗的

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1987 年颁布的《职业病名单》中职业

中毒有 51 项，1999 年 51 项职业中毒诊断标准均已制订，现

行的我国法定职业中毒包括 56 种，职业中毒的诊断标准不断

修正完善。职业病诊断中生物标志物已普遍应用，生物标志

物动态观察可及时发现有毒作业者的不良反应，并已广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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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健康监护指标。综合资料显示［7］，21 世纪以来，我国针对

职业中毒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治疗: 螯合剂临床应用已积累丰

富经验; 总结了高压氧治疗有机溶剂、金属、缺氧等所致脑

病的指征、方法、疗程、控制副作用及禁忌证等临床实践的

经验; 血液净化疗法治疗急性中毒，以排除体内毒物或药物，

保护肾脏功能，取得较为丰富的经验; 此外， ( 1) 光量子自

血疗法治疗急性 CO、H2S 中毒，( 2) 纳洛酮治疗乙醇、海洛

因、镇静剂、CO 等中毒，( 3) 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 4-DMAP
用于临床， ( 4) 用抗自由基制剂以及钙通道阻滞剂等治疗不

同毒物引起的靶器官损害，( 5) 中医中药治疗急、慢性中毒，

发挥了祖国医学在中毒治疗中的作用。
2. 7. 4 有关职业中毒预防控制方面的文章比较欠缺 统计分

析显示，1992—2011 年我国有关职业中毒预防控制的文章相

对较少。职业中毒的突出特点是不可逆性和可预防性，这两

个特性决定了职业中毒防治工作必须以预防为主。有效的预

防可以避免职业危害的严重后果，今后应加强此方面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方案，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职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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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某 IT 企业女职工生殖道感染患病分析

曹洪梅

(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辽宁 沈阳 110024)

根据 2010—2011 年的体检数据对某 IT 制造企业女职工的

生殖道感染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2010 年和 2011 年某 IT 制造企业的育龄妇女分别为2 887
名和3 651名。孕期或哺乳期妇女、近 1 周内服用过抗菌药物

或进行妇科治疗、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精神障碍、有恶性

肿瘤病史及免疫性疾病者排除。
由妇产科医务人员对每位受检者进行常规妇科检查及白

带涂片、TCT、盆腔 B 超检查等。生殖道感染疾病诊断标准按

照乐杰主编的《妇产科学》 ( 第 6 版) 。应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成组资料比较用 t 检验，多组资料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010 年女职工患生殖道感染 665 人，2011 年的女职工中

患生殖道感染 513 人，两年度女职工患病构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P ＞ 0. 05) ，且患病均主要集中在 40 岁以下人群，分别

占 22%、14%。见表 1。
表 1 2010 年和 2011 年女职工患病人群分布

年度
＜ 30 岁 30 ～ 40 岁 ＞ 40 岁 合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2010 年 267 9. 2 369 12. 8 29 1 665 23. 0
2011 年 147 4. 0 328 9. 0 38 1 513 14. 1

合计 414 6. 3 697 12. 2 67 1 1 178 18. 0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构成主要以宫颈糜烂和阴道炎为主，

其次是子宫附件炎和盆腔炎症。2010 年的宫颈糜烂、阴道炎

和子宫附件炎检出率高于 2011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 2。

表 2 2010 年和 2011 年女职工生殖系统疾病构成对比

年度
宫颈糜烂 阴道炎 子宫附件炎 盆腔炎 合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2010 年 418 14. 5 188 6. 5 41 1. 4 18 0. 6 665 22. 7
2011 年 304 8. 3 128 3. 5 31 0. 8 50 1. 4 513 14. 1

合计 722 11. 0 316 4. 8 72 1. 1 68 1. 0 1 178 18. 0

注: 所患疾病例数不含同时患两种疾病以上者。

3 讨论

2010—2011 年度该企业女性职工的年龄构成无差异，分

析认为该企业成立较早，职工较稳定，数据具有可比性。
基于 2010 年度女职工体检结果，该企业于当年开展“员

工关怀计划”，提供生殖道感染的相关健康知识教育，促进健

康信念，改善健康行为。该企业的人员素质较高，对生殖道

感染知识的需求态度较积极，经系统的健康教育后，改变了

原有的就医态度，具有积极的生殖道感染预防和治疗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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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 2011 年女性职工生殖道感染发病率明显下降。
孙铮等［1］认为通过健康教育改变高危行为是预防和控制的

根本措施。该企业大力开展卫生培训教育，关注女性职业健

康，提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与技能，主动保护自我健康，达到

了健康促进的目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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