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的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而患者 ２０１２ 年患病后

公司将其调离该岗位， 故无患者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及其在

岗期间工作场所空气中环氧乙烷浓度的监测资料。 说明用人

单位对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理解不到位。 １９７９ 年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ＴＪ ３６—７９） 对环氧乙烷的最高容

许浓度已有规定，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

分： 化学因素》（ＧＢＺ ２ １—２００７） 也明确了职业接触限值， 用

人单位应进行工作场所环氧乙烷浓度检测。 而且， 按照 《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０７）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界定原规定， 不能因为 《职业病危害因

素分类目录》 《职业病目录》 中无该危害因素与职业病而不

为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及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所

以， 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 督促用人单位对存在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和对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

康检查， 并强化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相关知识培训， 使职业

卫生管理更规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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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本省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

主要机构， 每年诊断职业病例数居全省之首。 通过全面了解、
分析本中心近 ５ 年职业病诊断情况， 为更好地开展职业病防

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职业

病诊断阅片记录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资料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
格， 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职业病诊断情况分析

２０１２ 年职业病诊断集体会诊 ７９ 例， 确诊尘肺 ６５ 例、 职

业性白内障 ６ 例、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 １ 例、 布

鲁氏菌病 １ 例。 ２０１３ 年集体会诊 ８４ 例， 确诊尘肺 ７５ 例。
２０１４ 年集体会诊 ３７ 例， 确诊尘肺 ２１ 例、 职业性白内障 ３ 例、
工业性氟病 １ 例、 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 １ 例、 职业性急性

高原病 １ 例。 ２０１５ 年集体会诊 ６１ 例， 确诊尘肺 ４１ 例、 职业

性白内障壹期 １ 例、 职业性急性砷化氢中毒 （重度） １ 例。
２０１６ 年集体会诊 ３６ 例， 确诊尘肺 １４ 例、 苯所致职业性白血

病 １ 例、 职业性哮喘 １ 例、 职业性急性氯气中毒 （中度） 呼

吸系统后遗症 １ 例。 近 ５ 年职业病诊断集体会诊 ２９７ 例， 诊

断职业病 ２３５ 例， 诊断率 ７９ １２％， 其中尘肺集体会诊 ２７２
例， 确诊 ２１６ 例， 占 ７９ ４２％。
２ ２　 尘肺病例期别分布和新发病例

近 ５ 年诊断尘肺壹期 １０３ 例、 贰期 ５６ 例、 叁期 ５７ 例， 尘

肺新发病例 ９１ 例。 详见表 １。

表 １　 尘肺病诊断病例期别和新发病例

年度

壹期 贰期 叁期

诊断

例数

新发病

例数

诊断

例数

新发病

例数

诊断

例数

新发病

例数

２０１２ 年 ２６ １６ １８ ８ ２１ １
２０１３ 年 ３４ １４ ２０ ６ ２１ １
２０１４ 年 ３ ３ ５ １ １３ １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２４ ６ ４ １ 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４ ７ ７ １ １
合计 １０３ ６１ ５６ ２６ ５７ ４

２ ３　 尘肺病例类型分析

近 ５ 年确诊尘肺病例中矽肺 １７４ 例， 其他尘肺 ４２ 例 （主
要是煤工尘肺和水泥尘肺）。 详见表 ２。

表 ２　 尘肺病例类型分析 例

年度 矽肺 煤工尘肺 水泥尘肺 铝尘肺 电焊工尘肺 石墨尘肺 合计

２０１２ 年 ６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６５
２０１３ 年 ６５ ２ ７ １ ０ ０ 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３ ０ ０ １ ０ ２１
２０１５ 年 ２０ ７ ７ ２ １ ４ ４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１ ０ ０ ２ ０ １４
合计 １７４ １７ １４ ３ ４ ４ ２１６

３　 讨论

３ １　 本中心近 ５ 年职业病诊断集体会诊 ２９７ 例， 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只有 ３７ 例和 ３６ 例。 相对全省庞大的职业病

危害接触人群， 诊断人数偏少， 应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并采取

一定措施， 以提升职业病防治工作水平。
３ ２　 确诊的病例中尘肺占 ９１ ９１％， 矽肺占尘肺确诊病例的

８０ ５６％。 提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矽肺仍是我省职业病防

治工作的重点， 同时煤工尘肺亦应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
３ ３　 新发尘肺病例占尘肺总诊断病例的 ４２ １３％。 职业病诊

断病例的来源一是职业性健康体检发现的疑似职业病， 二是

劳动者自行到诊断机构申请进行职业病诊断， 三是已诊断为

职业病的劳动者进行定期复查。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实

施后， 进一步规范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工作， 疑似职业病

检出例数增加， 将逐步减少职业病诊断漏诊率。
３ ４　 近 ５ 年， 本中心受理尘肺病以外的其他职业病诊断 ２５
例， 确诊 １９ 例。 急性职业病诊断病例少， 提示在发生职业性

急性中毒后， 相关部门应督促企业及时对劳动者进行职业病

诊断。 慢性职业中毒、 职业性噪声聋相关的职业健康监护和

诊断工作， 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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