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１６７⁃１１７１
［ ２ ］ Ｌｏｔｔｉ Ｍ． Ｄ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ａｕｓｅ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 Ｊ ］ ．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ｔ， ２０１７， ３７
（５）： ６３０⁃６３３

［３］ Ｍａｒｉｃｑ ＨＲ， Ｄａｒｋｅ ＣＳ，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ＲＭ， ｅｔ ａｌ． Ｉｎ ｖｉｖ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ｋｉｎ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Ｊ］ ． Ｂｒ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１９７８， ３５ （１）： １⁃７

［４］ Ｂｏｌｏｇｎｅｓｉ Ｃ， Ｂｒｕｚｚｏｎｅ Ｍ， Ｃｅｐｐｉ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ｓ
ｂｌｏｃｋ ｍｉ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 ｔｅｓ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Ｍｕｔａｔ Ｒｅｓ，
２０１７ （７７４）： １⁃１１

［５］ Ｄｉ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Ｌ， Ｍ Ｃｏｒｆｉａｔｉ， Ｔ Ｃａｔａｃｃｈｉｏ， ｅｔ ａｌ．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ｇｉ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Ｊ］ ． Ｍｅｄ Ｌａｖ， ２０１２，
１０３ （６）： ４５９⁃４６５

［６］ Ｍｕｎｄｔ ＫＡ， Ｄｅｌｌ ＬＤ，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Ｌ，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 ｔｏ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ｉｄｅ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３ ［Ｊ］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７， ７４ （１０）： ７０９⁃７１６

［７］ 黎燕， 王祖兵， 吴炜， 等． 长期低浓度接触氯乙烯工人疾病谱分析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３， ２６ （４）： ２９４⁃２９６
［８］ 苏冬梅， 王丹蕾， 黄志军， 等． 某聚氯乙烯生产企业工人职业健康

状况分析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１７， ４４ （４）： ５２１⁃５２３
［９］ 吴云杰， 陈佳富 ， 刘志清， 等．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深圳市某区三氯乙

烯作业 工 人 健 康 状 况 ［ Ｊ ］ ． 职 业 与 健 康， ２０１５， ３１ （ １３ ）：
１７５３⁃１７５５

［１０］ 宁芬， 何炳欣， 江国光， 等．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某企业氯乙烯作业工

人肝超声检查结果分析 ［ Ｊ］ ． 现代医药卫生， ２０１２， ２８ （２４）：
３７２３－３７２５

［１１］ 潘梅竹， 王永伟， 杨跃林， 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某化工厂氯乙烯作

业工人 健 康 状 况 分 析 ［ Ｊ ］ ． 职 业 与 健 康， ２０１３， ２９ （ ３ ）：
３１５⁃３１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２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１９
基金项目： 广州市民生科技重大项目 （２０１４Ｙ２－０００６７）； 广州市职

业环境与健康效应实验室建设项目 （２０１４ＳＹ００００２０）； 广州市医学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 （编号： 穗卫科教 ［２０１６］ ２７ 号）； 广州市 “１２１ 人才梯
队工程” 后备人才项目 （穗人社发 ［２０１１］ １６７ 号）

作者简介： 江兰 （１９７６—）， 女， 硕士， 主要从事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

通信作者： 刘移民， 主任医师， 教授， Ｅ⁃ｍａｉｌ： ｙｍｌｉｕ６１＠ １６３ ｃｏ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职业健康监护企业情况
及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分析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６

江兰， 肖吕武， 刘移民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健康监护中心，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２０）

　 　 摘要： 收集分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的企业资料和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检出资料。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企业共 １ ４５５ 家、 受

检人数１７２ ９２６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２ ９２９ 人、 疑似职业病 １２５
人。 参检企业主要为大、 中型企业， 以外商和国有经济为主；
主要分布在南沙区、 萝岗区及番禺区； 以汽车、 机械机电和

轻工行业为主； 危害因素主要为噪声、 粉尘及高温； 受检人

员检出职业禁忌证与企业受检状况一致； 疑似职业病在各类

型、 各行业均有分布， 主要为噪声和苯及其苯系物。 提示广

州市的企业在岗人员检出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较为普遍，
应加强防护， 尤其是存在噪声、 苯及其苯系物和粉尘的小型

私有企业。
关键词： 在岗期间；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０８－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３ ０１８
随着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 广州市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带来了不少的职业卫生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

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工业企业状况及职业健康检查中职

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的情况， 及时了解广州市开展职业健

康监护的工业企业情况及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 以便为做好

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的企业

资料， 以及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在岗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评价

为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的资料 （本次分析不包括广州市

船舶行业的职业健康监护）。
１ ２　 方法

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按照

企业规模、 所属行业、 经济类型、 发生地区等进行整理和分

析， 并分析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以及对应的职业危害因

素等。 企业规模划分参照国家现行的 《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

分标准》， 所属行业划分参照行业新标准， 经济类型划分参照

国家标准 ２０００ 版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发生地区分类依

据广州市行政区域划分。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８０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企业 ２０１４ 年 ２４７ 家， 参检人

数为 ５８ ０６６ 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８９９ 人， 疑似职业病 ２８ 人；
２０１５ 年 ２２１ 家， 参检人数为５３ ９７８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９８７
人， 疑似职业病 ６３ 人； ２０１６ 年 ２８６ 家、 参检人数６０ ８８２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１ ０４３人， 疑似职业病 ３４ 人。 见表 １。
２ ２　 企业经济类型、 规模及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情况

从经济类型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在岗期间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 的 企 业 主 要 为 外 商 经 济， 占 总 企 业 数

４１ ５１％ （３１３ ／ ７５４） 、 受检人数则占总受检人数的 ６９ ３２％
（１１９ ８７３ ／ １７２ ９２６） ， 职业禁忌证的检出人数占总检出人数

的 ５１ ０８％ （１ ４９６ ／ ２ ９２９）、 疑似职业病占 ４２ ４％ （５３ ／ １２５）；
其次为国有经济， 受检人数占 ２７ ７２％ （２０９ ／ ７５４）， 职业禁忌

证检出人数占 ２９ ６３％ （８６８ ／ ２ ９２９）。 ２０１５ 年集体经济类型中

评价为疑似职业病人数的比例占该年总疑似职业病人数的

１９ ０５％ （１２ ／ ６３）。 从企业规模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大、 中型企

业占总企业数的 ４４ ５６％ （３３６ ／ ７５４）， 受检人数占 ４５ ９６％
（７９ ４８０ ／ １７２ ９２６），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占 ５４ ５６％ （１ ５９８ ／
２ ９２９）；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最高的为小型企业。 详见表 １。

表 １　 企业经济类型、 规模分布及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情况 例数 （％）

分类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企业数
受检

人数

职业

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企业数

受检

人数

职业

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企业数

受检

人数

职业

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经济类型

　 国有 ６２ ８ ６５７ ２６８（３ １０） ２（０ ０２） ６５ １０ ５５４ ２４９（２ ３６） １５（０ １４） ８２ １３ ９６１ ３５１（２ ５１） ８（０ ０６）

　 外商 １０８ ４２ ５９８ ４９０（１ １５） １６（０ ０４） ９６ ３７ ８９７ ５４３（１ ４３） ２６（０ ０７） １０９ ３９ ３７８ ４６３（１ １８） １１（０ ０３）

　 港澳台 １９ ３ ０３４ ６４（２ １１） ９（０ ３０） １０ ２ ５５８ １１５（４ ５０） ７（０ ２７） １７ ２ ４９２ １１６（４ ６５） ４（０ １６）

　 集体 １７ ２ ０１５ ４５（２ ２３） ０　 　 １４ ２ ０４２ ４７（２ ３０） １２（０ ５９） ２２ ２ ２７１ ５２（２ ２９） ４（０ １８）

　 私有 ４１ １ ７６２ ３２（１ ８２） １（０ ０６） ３６ ９２７ ３３（３ ５６） ３（０ ３２） ５６ ２ ７８０ ６１（２ １９） ７（０ ２５）

企业规模

　 大型 ３４ ２６ ４０６ ２５８（０ ９８） ５（０ ０２） ２４ ２２ ４３６ ２１０（０ ９４） ３（０ ０１） ４２ ３０ ７１１ ３６０（１ ７２） ２（０ ００）

　 中型 １０７ ２７ ６７７ ５０７（１ ８３） ２０（０ ０７） １０８ ２７ １２６ ５８８（２ １７） ２７（０ １０） １２１ ２４ ６７７ ５０３（２ ０４） １７（０ ０７）

　 小型 １０６ ３ ９８３ １３４（３ ３６） ３（０ ０８） ８９ ４ ４１６ １８９（４ ２８） ３３（０ ７５） １２３ ５ ４９４ １８０（３ ２８） １５（０ ２７）

合计 ２４７ ５８ ０６６ ８９９（１ ５５） ２８（０ ０５） ２２１ ５３ ９７８ ９８７（１ ８３） ６３（０ １２） ２８６ ６０ ８８２ １０４３（１ ７１） ３４（０ ０６）

注： 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的比例为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占受检人数的比率

２ ３　 行业分布及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情况

从行业分布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的企业中， 受检人员最多的为汽车行业， 占总受检

人数的 ３５ ５５％ （６１ ４６７ ／ １７２ ９２６）， 水利水电行业职业禁忌证

检出率较高， 占 ８ ２２％ （２４ ／ ２ ９２９）； 机械机电行业疑似职业病

较多， 占 ２７ ２０％ （３４ ／ １２５）。 详见表 ２。
表 ２　 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行业分布情况 例数 （％）

行业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企业数
受检

人数

职业

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企业数

受检

人数

职业

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企业数

受检

人数

职业

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汽车行业 ３７ １９ ２７７ １７７（０ ９２） ６（３ ３９） ３７ ２１ ２０８ ２０５（０ ９７） ３（０ ０１） ４３ ２０ ９８２ ２００（０ ９５） ２（０ ０１）

机械机电 ２９ ８ ９０６ ８９（１ ００） ２（２ ２５） ２４ ４ ９６５ １３１（２ ６４） ２１（０ ４２） ３８ ５ ５１３ １０２（１ ８５）１１（０ ２０）

轻工行业 １１ ５ ０２５ １７３（３ ４４） １（０ ５８） １３ ５ ３５７ ８９（１ ６６） ３（０ ０６） １５ ４８０７ ６７（１ ３９） ０

医药卫生 ２５ ５ ０２０ ９４（１ ８７） １（１ ０６） ２０ ４ ８００ ８３（１ ７３） ０ ２０ ４ ０５７ ７４（１ ８２） ０

石油化工 ３９ ３ ６１１ ６１（１ ６９） ２（３ ２８） ３１ ３ ２７９ ６７（２ ０４） ７（０ ２１） ４９ ３ ８０１ ５９（１ ５５） １（０ ０３）

电子电工 ２０ ３ ２３５ ４４（１ ３６） ２（４ ５５） １６ ３ ５８２ ４３（１ ２０） ８（０ ２２） １６ ２ ８８８ ２４（０ ８３） ５（０ １７）

家具用品 １３ ５ ２１３ ４１（０ ７９） ０ ５ １ １２４ １５（１ ３３） ０ １３ ４ ３２４ ４４（１ ０２） １（０ ０２）

建筑建材 １９ １ ８５２ ３６（１ ９４） ５（１３ ８９） ２２ ２ ２１１ ５８（２ ６２） ５（０ ２３） １９ ２ ６５０ ６８（２ ５７） ４（０ １５）

服装纺织 １３ ２ ３６３ ４０（１ ６９） ６（１５ ００） ７ ２ ０４４ ８９（４ ３５） ６（０ ２９） ７ ８４４ ２９（３ ４４） ４（０ ４７）

水利水电 １０ ９９２ ５０（５ ０４） ０ １０ １ ０５９ ６３（５ ９５） ２（０ １９） １２ １ ９８９ １２８（６ ４４） ０

交通运输 ７ ４１８ １１（２ ６３） ０ １１ １ １７７ ５５（４ ６７） ４（０ ３４） ２６ ６ ２８５ １１２（１ ７８） １（０ ０１）

其他 ２４ ２ １５４ ８３（３ ８５） ３（３ ６１） ２５ ２ ３７２ ８９（３ ７５） ４（０ １７） ２８ ２ ７４２ １３６（４ ９６） ５（０ １８）

合计　 　 ２４７ ５８ ０６６ ８９９（１ ５５） ２８（０ ０５） ２２１ ５３ ９７８ ９８７（１ ８３） ６３（０ １２） ２８６ ６０ ８８２ １ ０４３（１ ７１）３４（０ ０６）

注： 其他包括冶金矿产、 环保绿化、 农林牧渔、 科研、 信息产业、 安全防护、 办公文教、 玩具礼品行业等； 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的比例为职

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占受检人数的比率

·９０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２ ４　 职业危害因素及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情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已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的人群

中， 职业危害因素以噪声、 粉尘为主，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最高

的危害因素为高温，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的危害因素主要为噪声

和苯及其同系物。 详见表 ３。

表 ３　 职业危害因素及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情况 例数 （％）

职业危害因素

或特殊作业人员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受检人数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受检人数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受检人数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噪声 ２８ ８２０ ４２５（１ ４７） １６（０ ０６） ３２ ３４５ ４０６（１ ２６） ４７（０ １５） ３９ ７７８ ４３２（１ ０９） ３２（０ ０８）

苯及苯系物 ７ ９７６ ７２（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５） ７ ３５１ ９９（１ ３５） ９（０ １２） ７ ８３０ １１７（１ ４９） １（０ ０１）

粉尘 １７ ８０４ ４０（０ ２２） ０ １９ ４８０ ５５（０ ２８） ７（０ ０４） ２４ ６３４ ６０（０ ２４） １（０ ００）

高温 ６ ６９０ ３３４（４ ９９） ０ ６ ３９６ ３６０（５ ６３） ０ ５ ２６７ ３５１（６ ６６） ０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１３６ ４（２ ９４） ０ １６０ ６（３ ７５） ０ ３８９ ４（１ ０３） ０

甲醇 １ １２８ ３（０ ２７） ０ １ ３０３ ９（０ ６９） ０ ８５６ ２（０ ２３） ０

致喘物 ４７４ ９（１ ９０） ０ ４０５ ０ ０ ３６５ ０ ０

职业机动车驾驶作业 １ ７６２ ３１（１ ７６） ０ ２ ２１６ ３９（１ ７６） ０ ２ ６４７ ５３（２ ００） ０

电工作业 １ ０８３ １４（１ ２９） ０ １ １６８ １７（１ ４６） ０ １ ２５２ ９（０ ７２） ０

高处作业 ３４ ３（８ ８２） ０ １５０ １（０ ６７） ０ ２３５ １１（４ ６８） ０

其他因素 １ ６５６ ５（０ ３０） ０ ２ １２１ ６（０ ２８） ０ ５ ９６６ ２（０ ０３） ０

注： 其他因素包括氨、 正己烷、 酸雾、 磷及其无机化合物、 二氧化硫、 微波、 压力容器等； 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的比例为职业禁忌证及疑似

职业病占受检人数的比率

２ ５　 职业健康监护企业地区分布情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企业在 １２ 个县

区均有分布， 以南沙区、 萝岗区、 番禺区为主。 详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企业地区分布 例数 （％）

地区分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企业数 受检人数 企业数 受检人数 企业数 受检人数

南沙区 ６２ （２５ １０） １３ ３０３ （２２ ９１） ４８ （２１ ７２） １５ ０８３ （２７ ９４） ４３ （１５ ０３） １６ ３８１ （２６ ９１）

萝岗区 ４１ （１６ ６０） １０ ２０１ （１７ ５７） ３９ （１７ ６５） １０ ３３６ （１９ １５） ４２ （１４ ６９） １０ ２８２ （１６ ８９）

番禺区 ２７ （１０ ９３） １２ ０２０ （２０ ７０） ３６ （１６ ２９） ７ １９８ （１３ ３４） ３９ （１３ ６４） ８ ９４９ （１４ ７０）

白云区 ３４ （１３ ７７） ５ ００６ （８ ６２） ２４ （１０ ８６） ４ ７５９ （８ ８２） ５９ （２０ ６３） ６ ８８４ （１１ ３１）

黄埔区 １２ （４ ８６） ７ ３８８ （１２ ７２） １０ （４ ５２） ８ ０２２ （１４ ８６） １４ （４ ９０） ９ ０１５ （１４ ８１）

海珠区 １６ （６ ４８） ３ １９３ （５ ５０） １７ （７ ６９） ２ ４０９ （４ ４６） １７ （５ ９４） １ ８７０ （３ ０７）

天河区 １５ （６ ０７） ６５０ （１ １２） １２ （５ ４３） ５０２ （０ ９３） ２０ （６ ９９） ７４２ （１ ２２）

荔湾区 １１ （４ ４５） １ ０９６ （１ ８９） １０ （４ ５２） １ １７７ （２ １８） １３ （４ ５５） １ ３１０ （２ １５）

花都区 １２ （４ ８６） １ ２７６ （２ ２０） １１ （４ ９８） ９７３ （１ ８０） １３ （４ ５５） １ ８１９ （２ ９９）

越秀区 ６ （２ ４３） ７０９ （１ ２２） ６ （２ ７１） ２ ０９５ （３ ８８） ９ （３ １５） １ ６４６ （２ ７０）

增城 ８ （３ ２４） ２ ５９６ （４ ４７） ５ （２ ２６） １ １５０ （２ １３） ６ （２ １０） １ １１８ （１ ８４）

从化 ３ （１ ２１） ６２８ （１ ０８） ３ （１ ３６） ２７４ （０ ５１） １１ （３ ８５） ８６６ （１ ４２）

合计 ２４７ （１００ ００） ５８ ０６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２１ （１００ ００） ５３ ９７８ （１００ ００） ２８６ （１００ ００） ６０ ８８２ （１００ ００）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在岗期间职业

健康监护的企业和受检者集中于外商经济和国有经济类型企

业， 且三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相同企业， 原因可能是外商和

国有经济企业能较好地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重视员工的身体

健康，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可及早检出。 另外， 本次的

调查中发现 ２０１５ 年受检人数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人数少， 但

疑似职业病人数却较多， 为 ２０１５ 年某一企业检出疑似职业性

噪声聋的例数较多导致。 说明企业不重视职业病防护则可能导

致同期较多的职业病发生。 这与周金鹏等［１］报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深圳市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企业、 受检人数、 检

出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不同。

从企业规模看， 参检企业数、 受检人数及检出职业禁忌

证人数， 均以大、 中型为主， 疑似职业病则主要集中在小型

·０１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企业中， 且以私有、 集体及港澳台企业为主， 原因是小型、
私有制企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措施不完善， 职业健康损害的

问题较多。
调查显示， 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的企业在行业和

地区分布上较为一致， 主要分布在汽车行业和机械机电， 尤

其是汽车行业， 多为外商投资， 均能较好的开展职业健康监

护， 受检人数和职业禁忌证检出较多， 疑似职业病检出较少，
与此类企业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密切相关。 职业禁忌证则在

水利水电行业较高， 疑似职业病在各行业均有检出， 因此应

重视职业病的防护， 保护从业人员。 企业及受检人数主要分

布在南沙区、 萝岗区及番禺区， 与近几年工业企业逐渐向区、
县迁移， 其他旧城区的工业企业逐渐减少有关。

从本次调查可知， 广州市目前依然以噪声和粉尘为最

主要的职业危害因素， 接触的人数最多， 其次是苯及其苯

系物和高温， 这与郭静宜等 ［２］ 报道的广州市重点防治的职

业危害因素为粉尘、 二氯乙烷、 苯系化合物、 噪声等相一

致。 从职业禁忌证来看， 高温作业的检出人数最多， 原因

为广州处于亚热带地区， 高温季节较长， 作业人员亦较多，
且高温作业职业禁忌证的原因也较多； 噪声作业接触人数

庞大， 职业禁忌证检出人数较多， 应与企业的噪声声级在

国家的标准范围内而将此类人员列为职业禁忌证有关。 疑

似职业病的检出主要为噪声和苯及其苯系物所致职业病，
粉尘类所致职业病检出人数较少， 这与珠海市报道的居前

三位的疑似职业病有所不同 ［３］ 。 建议对工作场所的职业危

害因素要加强监测及防护， 确保作业人员的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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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泉州市陶瓷行业职业性尘肺病特征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ｎ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６

刘月红， 黄蓝青， 唐学平， 相葵

（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泉州市陶瓷行业尘肺病发病情况分

析显示， 十年间尘肺发病 １０２ 例， 平均年龄 （４６ １±７ １） 岁，
平均接尘工龄 （１０ ６±５ ４） 年， 小型企业及建筑陶瓷企业的

尘肺病发病较严重。 坯料及成型单元较辅助单元的发病工龄

短。 提示泉州市陶瓷行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粉尘污染严重， 发

病年龄提前， 接尘工龄较短， 尘肺期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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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行业是泉州市支柱产业之一， 其工序可大致分为坯

料制作 （原料、 球磨、 干燥、 破碎）、 成型 （注浆、 压机、 窑

炉、 烘干、 修坯、 喷釉）、 辅助 （检砖、 包装、 运输、 机修、
管理、 杂工等）， 各工序都可能产生粉尘， 引起尘肺［１］ 。 为了

解泉州市陶瓷行业尘肺病发病特点， 本文对泉州市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年间诊断的陶瓷行业尘肺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现

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泉州市职业病诊断机构确诊的陶瓷行业尘

肺病例， 共 １０２ 例。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诊断　 本文病例均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前发病与诊断， 故

依据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ＧＢＺ ７０—２００９）。
１ ２ ２　 样品采集及判定标准 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

物质检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布点采样， 采用

滤膜质量法测定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 采用焦磷酸重

量法检测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进行评价。
１ ３　 统计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建立数据库，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检验， 以 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全市陶瓷行业共诊断尘肺病 １０２ 例， 均

为矽肺。 其中男 ９３ 例 （ ９１ ２％）、 女 ９ 例 （ ８ ８％）； 年龄

３２ ～ ６８ 岁、 平均 （ ４６ １ ± ７ １） 岁， 接尘工龄 １ ５ ～ ２９ 年、
平均 （ １０ ６ ± ５ ４） 年， 开始接尘年份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４
例 （３ 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２４ 例 （２３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７０ 例 （６８ ６％）、 ２０１０ 年以后 ４ 例 （３ ９％）。 卫生学调

查结果显示， 现 场 粉 尘 浓 度 （ 矽 尘 ） ０ １ ～ ７１ ２ ｍｇ ／ ｍ３

（２６４ 个监测点） ， 平均浓度 ３ １ ｍｇ ／ ｍ３， 最高超过职业接

触限值 ７０ 倍， 超限率 ４６ ２％ （ １２２ ／ ２６４） ， 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 ５ ６％ ～ ８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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