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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青海省女工职业病危害和职业病发病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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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明， 史春波， 李岳， 雷红彦， 王庚， 刘治华， 吴扬帆， 康海丽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要： 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青海省女工职业病危害接触和

诊断资料， 以确定职业病危害特征。 ９３３ 家企业共有接害女工

１５ ４８０人， 占接害职工总数 ２３ ５％， 接触化学、 物理、 生产

性粉尘、 生物和放射有害因素女工分别占接害工人总数的

２３ ３％、 ２１ ２％、 １８ ５％、 ３６ ９％和 １７ ８％； 集中于西宁市和

海西州 （８３ ６％）， 接害女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７５ ４％） 和

国有经济类型企业 （６０ ９％）。 ７９ 例职业病主要病种为职业性

眼病 （３８ ０％）、 尘肺病 （２７ ８％） 和传染病 （１５ ２％）。 职

业病危害呈现地区、 行业聚集性和接害工龄较短等特点， 应

加强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控和女工保护， 预防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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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摸清青海省女工职业病危害现状， 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女

工职业病发病情况和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进行分析， 以此掌

握女工职业病发病规律和危害特征， 为制定女工职业病防治

策略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通过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收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职业病报告卡、 尘肺病报告卡等。 ２０１６ 年安全监管部门和卫

生计生部门开展了职业卫生基本情况摸底调查， 通过问卷调

查收集了 ９３３ 家企业的职业病危害申报资料。
依据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３〕 ４８ 号）

归类职业病，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划
分行业，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２０１２ 年） 》 判断职业病危害风险， 分析女工职业病危害因

素接触、 职业病诊断及地区、 行业、 企业特征间 （简称 “三
间” ） 分布等流行病学特征。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包整理和分析资料。 以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 （Ｐ２５ ～Ｐ７５） 描述非正态分布资料， 采用秩和检验比

较中位数， 检验显著性水平取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

９３３家企业有接害女工 １５ ４８０ 人， 占女性职工总数的 ４５ ４％
（１５ ４８０／ ３４ １１５）， 占女性生产工人数的 ６７ ３％ （１５ ４８０／ ２２ ９９８），

占接害工人总数的 ２３ ５％ （１５ ４８０／ ６５ ７８１）。 接触化学、 物理、 生

产性粉尘、 生物和放射有害因素的女工人次数分别占接害女工总

人次数的 ４１ ９％、 ３２ ６％、 ２３ ４％、 １ ３％和 ０ ８％。
２ ２　 接害女工分布情况

８３ ６％的接害女工分布在西宁市和海西州； ７５ ４％工作于

制造业企业， 接害女工多从事金属、 化学品、 织物、 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和牲畜屠宰等工作； ８３ ９％的女工所在企业的

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 私有经济和小型企业接害女工分别占

３２ ９％和 ２２ ７％。 见表 １。
表 １　 接触职业病危害女工分布情况

项目
接害女

工人数

构成比

（％）

地区 西宁市 ８ ３００ ５３ ６
海西州 ４ ６４１ ３０ ０
海东市 １ ２１９ ７ ９
海南州 ５４７ ３ ５
其他地区∗ ７７３ ５ ０

行业 制造业 １１ ６７２ ７５ ４
采矿业 １ ５７７ １０ 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１ ２３９ ８ ０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５９４ ３ ８
其他行业∗ ３９８ ２ ６

经济类型 国有经济 ９ ４２０ ６０ ９
私有经济 ５ ０８７ ３２ ９
集体经济 ７６１ ４ ９
外商经济及港澳台经济 ２１２ １ ４

企业规模 大型 ６ １７５ ３９ ９
中型 ４ ４６８ ２８ ９
小型 ３ ５１０ ２２ ７
微型 １ ３２７ ８ ６

职业病危害

风险分类

严重 ８ ４０８ ５４ ３
较重 ４ ５７９ ２９ ６
一般 ２ ４９３ １６ １

注： ∗其他地区包括海北州、 黄南州、 果洛州和玉树州； 其他行业包括建筑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农、 林、 牧、 渔业

２ ３　 职业病患病情况

２ ３ １　 职业病病种及构成　 新诊断职业病 ７９ 例， 以职业性

眼病最多 （３０ 例， ３８ ０％）， 其次是尘肺病 （２２ 例， ２７ ８％）
和职业性传染病 （１２ 例， １５ ２％）。 尘肺病以石棉肺为主， １４
例石棉肺患者首次诊断时壹期 １０ 例、 贰期 ３ 例和叁期 １ 例，
矽肺壹、 贰期各 １ 例； 职业性眼病均为 ＴＮＴ 白内障， 职业性

传染病均为布鲁氏菌病。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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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肺女性患者的接害工龄和诊断年龄中位数小于男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布鲁氏菌病女性患者接害

工龄、 诊断年龄中位数小于男性， 苯中毒女性患者诊断年龄

小于男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女工新诊断职业病情况

职业病名称 例数 （％） 平均年龄 （岁） 平均工龄 （年） 职业病名称 例数 （％） 平均年龄 （岁） 平均工龄 （年）

职业性白内障 （ＴＮＴ） ３０ （３８ ０） ３６ ５ （３４ ０～４０ ０） １６ ０ （１２ ２～１８ ４） 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 ３ （３ ８） — —
尘肺病 ２２ （２７ ８） ４２ ０ （３８ ８～４８ ０） １５ ５ （９ ８～２０ ３） 　 　 氯气中毒 １ （３３ ３） — —
　 石棉肺 １４ （６３ ６） ４１ ０ （３９ ８～４７ ３） １５ ６ （１４ ８～２１ ６） 　 砷化氢中毒 １ （３３ ３） — —
　 水泥尘肺 ４ （１８ ２） ４４ ０ （３４ ５～４９ ０） １５ ０ （７ ３～２１ ６） 　 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１ （３３ ３） — —
　 矽肺 ２ （９ １） — — 职业性慢性化学中毒 ８ （１０ １） ４４ ５ （３８ ３～４５ ８） １９ ５ （８ ０～２６ ０）
　 煤工尘肺 １ （４ ６） — — 　 苯中毒 ７ （８７ ５） ４５ ０ （３８ ０～４６ ０） １６ ０ （８ ０～２６ ０）
　 碳黑尘肺 １ （４ ６） — — 　 氟及其无机化合物中毒 １ （１２ ５） — —
布鲁氏菌病 １２ （１５ ２） ３２ ０ （２５ ３～４０ ０） ３ ８ （３ １～１３ ４） 铬鼻病 ４ （５ １） ４１ ０ （４０ ０～４３ ５） ２０ ２ （１２ ０～２２ ７）

合计 ７９ ４１ ０ （４０ ０～４３ ５） ２０ ２ （１２ ０～２２ ７）

注： 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和病例数少的病种未计算年龄和工龄的中位数

表 ３　 石棉肺、 布鲁氏菌病、 苯中毒男女患者的接害工龄和诊断年龄比较

职业病名称 性别 例数
接害工龄 （年） 诊断年龄 （岁）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Ｚ 值 Ｐ 值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Ｚ 值 Ｐ 值

石棉肺 女 １４ １５ ６ （１４ ８～２１ ６）∗ －３ ８５ ０ ０００ ４１ ０ （３９ ８～４７ ２）∗ －２ ８８ ０ ００４
男 ８８ ２６ ６ （２３ ０～２８ ４） ４８ ０ （４４ ０～５０ ０）

布鲁氏菌病 女 １２ ３ ８ （３ １～１３ ４） －０ ６８ ０ ５４ ３２ ０ （２５ ３～４０ ０） －１ ４８ ０ １４
男 ７ ５ ５ （３ ２～１９ ３） ３８ ０ （３０ ０～４２ ０）

苯中毒 女 ７ １６ ０ （８ ０～２６ ０） －０ ４１ ０ ６８ ４５ ０ （３８ ０～４６ ０） －１ １２ ０ ２６
男 ８ １４ ０ （９ ３～２２ ５） ４６ ０ （４１ ５～４６ ８）

注： 与男性组相比， ∗Ｐ＜０ ０５

２ ３ ２　 职业病分布情况　 ７９例女性患者来自西宁市、 海东市和

海西州， 主要分布在国有经济、 中型企业和制造业 （７４ ７％）。 制

造业主要包括化学品和药物制造， 采矿业主要有石棉及其他非金

属矿采选业。 ２００８年诊断病例最多。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新诊断女性职业病患者分布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

地区 西宁市 ３４ ４３ ０
海东市 ３１ ３９ ２
海西州 １４ １７ ７

经济类型 国有经济 ７２ ９１ １
集体经济 ５ ６ ３
私有经济 ２ ２ ５

行业 制造业 ５９ ７４ ７
采矿业 ２０ ２５ ３

企业规模 中型 ４７ ５９ ５
大型 １６ ２０ ３
小型 １５ １９ ０
不详 １ １ ３

诊断年份 ２００６ 年 ３ ３ ８
２００７ 年 １５ １９ 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８ ２２ ８
２００９ 年 ７ ８ ９
２０１０ 年 １ １ ３
２０１１ 年 ４ ５ １
２０１２ 年 ７ ８ 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１５ 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７ ６
２０１６ 年 ６ ７ ６

３　 讨论

９３３ 家企业中女职工和接害女工占 １ ／ ５ 以上， 五大类职业

病危害因素均有接触。 青海省女工职业病危害呈现以下特征：
（１） 接害女工分布呈现行业和区域聚集性， 以西宁市、 海西

州和海东市为主， 主要从事制造业； （２） 接害女工和女性职

业病患者主要在国有经济企业， 可能与此类企业相对重视职

业健康监护有关； （３） 主要职业病为 ＴＮＴ 所致白内障、 石棉

肺、 布鲁氏菌病和苯中毒； （４） 女工职业病患者平均诊断年

龄高于其他省份， 与慢性职业病比重较高有关［１］ ； （５） 首次

诊断石棉肺患者中贰、 叁期占 ２８ ５７％ （４ ／ １４）， 部分布鲁氏

菌病患者有既往感染史， 提示职业健康监护滞后或不完善，
未能早期发现职业损害； （６） 女性石棉肺患者诊断年龄和接

害工龄低于男性， 表明女性可能更易受到职业性伤害； （７）
５０％以上接害女工在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企业， 私有经济和

小型企业女工占一定比重。
鉴于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慢性损伤的蓄积效应， 以及生

物有害因素职业健康检查率偏低、 女工所在企业职业病危害

风险较高等现状， 提示女工今后仍面临较大的职业健康风险，
对此应给予足够重视。 女工可能易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损伤，
应考虑针对女工提高防控等级的必要性。 定期、 规范开展职

业健康监护和女工特殊检查， 加强布鲁氏菌接害工人健康检

查。 督促私有经济和小型企业加强职业病防治， 开展女工专

项培训， 提高职业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引导建立良好的职业

行为习惯， 增强自我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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