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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大兴区共报告职业病 １２６ 例， 总体

呈下降趋势。 发病前三位为尘肺病、 职业性眼病、 职业性耳

鼻喉口腔疾病， 分别占总病例的 ４６ ０％、 ２０ ６％和 １１ ９％， 是

大兴区职业病防治的关键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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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大兴区近年职业病发病特征及变化趋势， 更好地

指导和开展职业病防控工作， 本文就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辖区职业

病发病情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为管理部门防控职业病提

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收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 “北京市职业病预防控制直报信息系

统” 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 报告的病例资料，
将用人单位所属地在大兴区的 １２６ 例确诊为职业病病例作为

研究对象。
１ ２　 方法

收集职业病患者有关信息， 包括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用人单位、 单位属地、 行业、 工种、 接害工龄、 诊断日期、
职业病种类、 具体疾病名称等。 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 以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监测基本情况

职业病发病例数随年份波动， 总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其中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间发现职业病 ４９ 例， 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确

诊的 ７７ 例明显降低。 病种涉及职业病目录分类中的 ８ 大类，
未发现职业性传染病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尘肺病 （５８ 例）、 职业性眼病 （２６ 例）、 职业性耳鼻喉口

腔疾病 （１５ 例） 分别占总病例的 ４６ ０％、 ２０ ６％和 １１ ９％，
位居前三； 其余为职业化学性中毒 １２ 例 （９ ５％）、 职业性皮

肤病 ８ 例 （６ ３％）、 职业性肿瘤和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均为 ２
例 （１ ６％）、 其他因素所致职业病 １ 例 （０ ８％）。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大兴区职业病发病例数分布 例

年份 尘肺病
其他呼吸

系统疾病

职业化学

性中毒

职业性耳鼻喉

口腔疾病

职业性

皮肤病

职业性

眼病

职业性

肿瘤

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

其他因素所

致职业病
合计

２００６ ３ ２ ５

２００７ 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８ ８ ８

２００９ ６ １ １ １ ９

２０１０ ７ １ ２ ６ ２５ ４１

２０１１ ３ １ ４

２０１２ ５ １ １ ７

２０１３ ６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３

２０１４ ２ ２

２０１５ ４ ２ １ ５ １２

２０１６ １ １ ４ ６

２０１７ ３ ３ ２ １ ９

合计 ５８ ２ １２ １５ ８ ２６ ２ ２ １ １２６

２ ２　 发病病种及顺位

１２６ 例涉及 ２２ 种职业病， 发病前十位构成见表 ２， 其余为

刺激性化学物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

肺等 １２ 种职业病 （１５ 例）。 见表 ２。

表 ２　 大兴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职业病前十位病种构成

病种 例数 构成比（％） 病种 例数 构成比（％）

煤工尘肺 ３１ ２４ ６ 汞及其化合物中毒 ５ ４ ０

电光性眼炎 ２６ ２０ ６ 石棉肺 ５ ４ ０

噪声聋 １５ １１ ９ 其他尘肺 ４ ３ ２

矽肺 １２ ９ ５ 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３ ２ ４

皮炎 ８ ６ ３ 苯中毒 ２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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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人群分布

１２６ 例中男 ８７ 例 （６９ ０％）、 女 ３９ 例 （３１ ０％）， 男、 女

发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 Ｐ＜０ ００１）。 职

业病病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５５ ０７±２３ ３１） 岁， 主要分布在 ２０
～２９ 岁年龄组， 共 ３１ 例 （２４ ６％）， 不同分类职业病的平均

发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５０ ４２， Ｐ＜０ ００１）。 平均

发病工龄 （１１ ６０±１１ ０４） 岁， 以 １～ １０ 年工龄组最多， 共 ４３
例 （３４ １％）， 不同分类职业病的平均发病工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χ２ ＝ １１６ ３１， Ｐ＜０ ００１）。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大兴区不同分类职业病病例分布 例

组别 尘肺病
其他呼吸

系统疾病

职业化学

性中毒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

皮肤病

职业性

眼病

职业性

肿瘤

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

其他因素所

致职业病
合计

性别

　 男 ５２ ２ １１ １４ １ ２ ２ ２ １ ８７

　 女 ６ １ １ ７ ２４ ３９

年龄（岁）

　 ２０～２９ ４ ２ ６ １８ １ ３１

　 ３０～３９ １ １ ３ ８ １ １４

　 ４０～４９ ５ ７ １ １ １４

　 ５０～５９ １２ １ ２ １ １６

　 ６０～６９ １０ １ ２ ２ １５

　 ７０～７９ １６ １ ３ ２０

　 ≥８０ １４ １ １ １６

工龄（年）

　 ＜１ ２ ４ １９ ２５

　 １～１０ ２２ ４ ５ ４ ６ １ １ ４３

　 １１～２０ １８ １ ２ ９ １ ３１

　 ２１～３０ １２ ２ １ １５

　 ＞３０ ６ １ ２ １ ２ １２

合计 ５８ ２ １２ １５ ８ ２６ ２ ２ １ １２６

２ ４　 行业分布

１２６ 例职业病分布在 ６ 个行业， 且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
详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大兴区职业病发病行业分布 例

行业 尘肺病
其他呼吸

系统疾病

职业化学

性中毒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

皮肤病

职业性

眼病

职业性

肿瘤

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

其他因素所

致职业病
合计

制造业 ５６ １１ １５ ８ ２６ ２ ２ １２０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１
农、 林、 牧、 渔业 １ １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１ 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１
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 ２
合计 ５８ ２ １２ １５ ８ ２６ ２ ２ １ １２６

３　 讨论

大兴区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厂矿企业 ６４３ 家， 直接接触职

业危害因素作业人员 １２ ２７２ 人， 其中接触噪声 ２ ７７６ 人， 接触

有毒有害物质 ３ １９５ 人［１］ 。 ２００６ 年以来大兴区职业病发病总

体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０ 年出现峰值， 经调查是由于某化妆品有

限公司车间内紫外线灯开关失灵， 导致工人发生急性电光性

眼炎。
大兴区职业病发病涉及我国职业病诊断分类中的 ８ 大类，

病例集中在 ２０～２９ 岁年龄组和 １ ～ １０ 年工龄组。 在剔除 ２０１０
年一次性爆发的电光性眼炎后， 尘肺病、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

疾病及职业化学性中毒是主要职业病危害， 与北京市其他区

县［２， ３］情况基本相似。 尘肺病居大兴区发病之首， 病例多见于

＞７０ 岁年龄组及 １ ～ ２０ 年工龄组， 主要见于煤炭开采及洗选

业、 建筑材料专用机械制造业， 工种以采煤工为主。 职业性

耳鼻喉口腔疾病多见于 ４０ ～ ４９ 岁年龄组及 １１ ～ ２０ 年工龄组，
均为噪声聋病例， 主要见于金属加工等制造业。 职业化学性

中毒多见于 ２０～２９ 岁年龄组及 １～１０ 年工龄组， 主要发生在化

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近三年的职

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有增多的趋势， 其持续性尚待观察。 大

兴区职业病病例多发于 １～１０ 年工龄组， 需加强在岗时间短的

·２５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３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Ｄｅｃ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６　 　



作业工人的健康监护督导力度。 安监部门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陆续

接管职业卫生， 其工作思路以行政监督为主、 技术监管为辅，
其监督力度也较卫生部门大， 使得职业病发病率有所降低。
２０１８ 年职业卫生工作再次划归卫生部门管理， 如何使原有的

职业卫生管理队伍重新焕发活力， 防止职业病发病率反弹，
以往的思路是否可行以及安监的经验如何借鉴， 值得职业卫

生工作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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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三年期间某鱼竿生产企业涂装作

业苯系物检测及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除甲苯定

点检测结果超标外， 其他苯系物检测结果均未超过职业接触

限值。 作业工人神经系统、 妇科、 血常规、 血压、 心电图、
肝脾 Ｂ 超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其中神经系

统、 妇科、 血常规、 血压异常率每年均高于 １０％。 提示鱼竿

生产企业涂装岗位工作场所空气中苯系物对于长期在岗工作

的作业人员健康存在潜在的危害。
关键词： 鱼竿生产； 涂装作业； 苯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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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竿生产企业涂装作业岗位为劳动密集型作业， 以手工

方式为主。 关于鱼竿制造涂装岗位低浓度苯系物对作业人员

健康影响的系统研究报道较少［１］ 。 因此， 我们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对山东沿海某大型鱼竿生产企业涂装作业岗位进行职业危

害现场调查和检测， 分析长期在涂装作业岗位工作的职工健

康危害情况。
１　 对象与方法

调查某鱼竿生产企业涂装岗位设置情况、 涂料种类、 生

产工艺流程、 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 根据现场调查分析， 确

定作业场所检测项目、 检测点 ／工种等情况。 作业场所空气

中苯系物采样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

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进行， 采用美国 Ｇｉｌｉａｎ 个体低流量空

气采样泵 ＬＦＳ⁃１１３ 对涂装作业岗位空气中苯系物采样； 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芳香烃类化合物》 （ＧＢＺ ／ Ｔ
１６０ ４２—２００７）， 采用 ６８９０Ｎ 气相色谱仪对涂装作业岗位空

气中苯系物进行检测。 依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 （ＧＢＺ ２ １—２００７） 对检测结

果进行评价。

根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对该企业涂装岗位工人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检查。 包括内科常规、 妇科、 神经系统、 血常规、 心电图、
血压、 肝脾 Ｂ 超等。

所有数据录入后建立数据库，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χ２检验对组间计量资料及计

数资料进行分析， 检验水平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及职业性有害因素识别

鱼竿制造企业涂装作业生产工序： 调配漆、 涂刷底漆、
涂刷面漆、 涂刷罩光漆。 底漆为醇酸树脂漆， 面漆为聚氨酯

漆， 稀料为醇酸稀料、 聚酯稀料。 底漆涂装工艺流程： 抽涂 １
道底漆→放置 ２ ｈ→水磨→晾干水分→抽涂 ２ 道底漆一放置 ５ ｈ
→水磨→晾干水分→抽涂 ３ 道底漆→放置 ５ ｈ→水磨→晾干水

分、 擦干净→检验； 面漆涂装工艺流程： 抽面漆 １→８０℃烘烤

１ ｈ→刷涂面漆 ２→８０℃烘烤 １ ｈ→抽涂中涂清漆→８０℃烘烤 １ ｈ
→贴标→抽涂罩光清漆→８０℃烘烤 ２ ｈ→检验。

调阅底漆、 面漆、 稀料等原材料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ＭＳＤＳ）， 分析确定该企业涂装作业工作场所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为以苯、 甲苯、 二甲苯为主的苯系物。 根据涂装

作业现场工人的实际作业情况， 确定具体检测点及工种设置，
工种包括仓库管理员、 调漆工、 底漆刷涂工、 面漆刷涂工、
检验工， 检测定点为仓库、 调漆间、 底漆刷涂间、 底漆晾干

房、 面漆刷涂间、 面漆烘干房、 检验室。
２ ２　 苯系物检测结果

在正常生产状态下， 对确定的工种及定点工作场所空气

中的苯、 甲苯、 二甲苯进行了检测。 检测时同步进行作业

环境气温、 相对湿度、 气压、 风速等气象条件测定。 结果

显示， 甲苯定点超标率为 １３ ３３％ （８ ／ ６０） ， 超标点集中在

底漆抽 涂 及 面 漆 烘 干 处， 面 漆 烘 干 处 浓 度 最 高， 达 到

１１０ ２６ ｍｇ ／ ｍ３， 个体检测结果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 苯、 二甲苯定点及个体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要求。 见表 １。 三年的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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