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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５ 家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企业监测结果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５１４５ ｋｅ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刘小安， 徐宇萍， 刘永泉

（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６）

　 　 摘要： 根据各地区上报的职业病监测信息， 对 ５ １４５ 家重

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企业的重点职业病危害相关信息、 职

业健康检查情况及职业病报告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 结果显

示， ２０１７ 年共报告重点职业病 ４２４ 例， 主要为煤工尘肺和矽

肺。 ５ １４５ 家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数占辖区全部职业病危

害因素企业的 ４５ ４％， 主要行业分布在制造业和采矿业， 企

业规模以小型和微型为主， 经济类型以私有和国有企业为主。
收集在岗期间个案卡 ４３ ６５５ 份， 其中接触噪声最多， 其次为

矽尘。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５１４ 人， 以接触噪声人数最多、 检出

率最高； 检出疑似职业病 ４１７ 人， 接触煤尘人数最多； 专项

指标异常检出 ３ １７５ 人， 以噪声接触者最多。 提示辖区主要职

业病危害接触以煤尘、 矽尘和噪声为主， 应加强对采矿和制

造行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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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２
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是近年来职业病防

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 开展重点职业病危害监测工作，
可以不断提高早发现、 早预防和早控制重点职业病的能力。
本文通过分析辖区 ５ １４５ 家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企业监测

结果， 了解辖区职业病危害现状， 为辖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７ 年 ５ １４５ 家企业重点职业病危害情况来源于安全生

产监管部门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 （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 ２０１２ 年）， 重点职业病健康检查相关信息来自 “职业病

与职业卫生信息检测系统” 职业健康检查个案卡， 重点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信息由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上报， 职业病相

关报告卡来自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检测系统” 职业病

报告卡。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信息　 各设市、 县、 区疾控中心

·７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从辖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收集 《辖区内重点职业病危害信息

汇总表》，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２０１２ 年）、 《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

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１ 年）、 《关于划

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１
年）、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等要求进行

录入与质量控制。
１ ２ ２　 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　 辖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收

集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将劳动者个人信息 （人口

学特征、 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和在岗期间健康检查

指标 （一般检查指标和专项检查指标） 按照统一要求录入职

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检测系统。 检查项目及结果判定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１ ２ ３　 重点职业病报告　 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子系统” 中获得。
１ ２ ４　 质量控制　 制定辖区重点职业病监测及职业健康风险

评估实施方案， 对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规范化的培

训； 制定省、 市、 县三级审核制度， 对收集与填报的数据进

行审核， 对审核中发现的缺漏错误及时补充修改。
１ 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重点职业病危害

２ １ １　 基本情况　 辖区内共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 １１ ３２９
家， 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 ５ １４５ 家 （４５ ４％）。 按职业病危害

风险分类 “严重” 企业 ２ ６５６ 家 （５１ ６％）、 “较重” 企业

１ ７２０家 （ ３３ ４％）； 按企业规模分 类 微 型 企 业 ２ ６００ 家

（５０ ５％）、 小型企业 １ ４１３ 家 （２７ ５％）； 按经济类型分类私

有企业 ３ ５７５ 家 （６９ ５％）、 国有企业 ９２８ 家 （１８％）。
２ １ ２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５ １４５ 家重点职业病

危害因素企业中， 噪声、 矽尘、 煤尘危害企业数量居前三位，
布鲁氏菌危害未见。 详见表 １。

表 １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行业分布 家 （％）

项目 煤尘 矽尘 石棉 苯 铅 噪声

企业规模

　 大型 ３９ （５ ９） ５０ （３ ３） ０ 　 　 　 １３ （４ ２） １６ （４ ２） ９３ （３ ５）

　 中型 ９３ （１４ ０） ２８８ （１８ ８） ４ （１０ ５） ７９ （２５ ５） ５６ （１０ ５） ５３９ （２０ ３）

　 小型 ２０７ （３１ １） ３８８ （２５ ４） ５ （１３ ２） １２７ （４１ ０） ４６ （１４ ８） ７９３ （２９ ９）

　 微型 ３２７ （４９ １） ８０４ （５２ ５） ２９ （７６ ３） ９１ （２９ ４） ２６０ （６８ ８） １ ２２５ （４６ ２） 　

经济类型

　 国有 １１１ （１６ ７） １４６ （９ ５） ２ （５ ３） ３９ （１２ ６） ２５ （６ ６） ３０５ （１１ ５）

　 集体 １７ （２ ６） ３５ （２ ３） ３ （７ ９） １１ （３ ５） ２１ （５ ６） ５６ （２ １）

　 私有 ５２４ （７８ ７） １ ３０５ （８５ ３） 　 ３２ （８４ ２） ２３７ （７６ ５） ３２２ （８５ ２） ２ １２３ （８０ １） 　

　 其他 １４ （２ １） ４４ （２ ９） １ （２ ６） ２３ （７ ４） １０ （２ ６） １６６ （６ ３）

行业分布∗

　 采矿业 １６１ （２４ ２） ８４０ （５４ ９） ２８ （７３ ７） ５ （１ ６） ３８ （１ ６） ６４７ （２４ ４）

　 制造业 ４４４ （６６ ７） ５８５ （３８ ２） ７ （１８ ４） ２７５ （８８ ７） ２９３ （７７ ５） １ ６７５ （６３ ２）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２ １） ２９ （１ ９） ０　 　 　 ２ （０ ６） ２ （０ ５） ９１ （３ 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 （１ ７） ２ （０ １） ０　 　 　 ２０ （６ ５） ３ （０ ８） ５２ （２ ０）

　 农、 林、 牧、 副、 渔业 ８ （１ ２） １５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５） ２８ （１ １）

　 其他 ２８ （４ ２） ５９ （３ ９） ３ （７ ９） ８ （２ ６） ４０ （１０ ６） １５７ （５ ９）

注： ∗， 部分企业存在两种或以上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２ ２ １　 基本情况　 共收集到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在岗期

间劳动者个案资料 ４３ ６５５ 人， 其中接触噪声最多， 其次为矽

尘；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５１４ 人， 接触噪声检出人数最多， 检出率

最高； 检出疑似职业病 ４１７ 人， 接触煤尘者检出人数最多， 检

出率最高； 专项指标异常检出 ３ １７５ 人， 以接触噪声者检出人

数最多， 检出率最高。 详见表 ２。
２ ２ ２　 一般健康状况检查 　 （ １） 血压。 监测血压 ３５ ７５７
人， 高血压患病率为 １０ ８％， 男性高血压患病率 （１２ ０％）
高于女性 （ ６ 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６４ １２， Ｐ ＜

０ ００１）； 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呈增长趋势， 其中 ６０
～６９ 岁最高， 为 ４６ ０％。 （２） 血常规。 监测完整血常规

１０ ０６２人， 异常 ７３４ 人 （７ ３％）， 异常率从性别和年龄分布差

异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异 常 人 数 分 布 主 要 集 中 在 制 造 业

（７９ ４％）。 （３） 尿常规。 监测完整尿常规 １２ ３７２ 人， 尿糖、
尿蛋白、 尿潜血及尿白细胞等异常 １ ０１８ 人 （８ ２％）， 异常人

数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８７ ２％）， 性别、 年龄分布异常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４） 肝功能。 监测完整肝功能４ １５４人， 异常

５８４人 （１４ １％）， 异常人数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８５ ６％）， 男性肝

功能异常率 （１５ ６％） 高于女性 （４ ０％）（χ２ ＝１１８ ７９， 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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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例 （％）

危害因素 个案资料 专项指标异常▲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煤尘 ７ ０７２ （１４ ２） ２１１ （３ ０） ２７ （０ ４） ２２９ （３ ２）

矽尘 １５ １４９ （３０ ４） １７０ （１ １） １２３ （０ ８） １６４ （１ １）

石棉 １４９ （０ ３） ０ １ （０ ７） ０　 　 　

苯 ７ ８１７ （１５ ７） ３７０ （４ ７） １０２ （１ ３） 　 ２ （０ ０３）

铅 ２ ４４５ （４ ９） １５４ （６ ３） ３ （０ １） ０　 　 　

噪声 １７ １６１ （３４ ５） ２ ２７０ （１３ ２） ２５８ （１ ５） ２２ （０ １）

合计∗ ４９ ７９３∗ ３ １７５ （６ ４） ５１４ （１ ０） ４１７ （０ ８）

注： ∗， 部分劳动者接触两种或以上职业病危害因素； ▲， 专项指标

异常分别为胸片呈尘肺样改变， 白细胞计数或血小板计数或中性粒细

胞绝对值低于参考值下限， 血铅、 尿铅高于参考值下限， 双耳高频平

均听阈≥４０ ｄＢ

２ ２ ３　 专项检查情况　 （１） 煤尘作业。 监测煤尘作业工人

７ ０７２ 人， 胸片示尘肺样改变 ２１１ 人 （３ ０％）， 主要分布在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 （７１ １％）， 以小型、 私有企业职工的尘肺样

改变率最高 （５ ８％、 ５ ０％）； 尘肺样改变率随年龄和工龄的

增长而呈增长趋势， ５０～５９ 岁年龄组 （８ ３％） 和 ３０～ ３４ 年工

龄组 （１０ ７％） 工人的尘肺样改变率最高。 （２） 矽尘作业。
监测矽尘作业工人 １５ １４９ 人， 胸片示尘肺样改变 １７０ 人

（１ １％）， 主要分布在其他采矿业和制造业， 以小型、 集体企

业职工的尘肺样改变率最高 （２ ５％、 ６ ６％）； 尘肺样改变率

随年龄和工龄的增长而呈增长趋势， ５０ ～ ５９ 岁 年 龄 组

（４ １％） 和 ３０～３４ 年工龄组 （３ ８％） 工人的尘肺样改变率最

高。 （３） 苯作业。 监测苯作业工人 ７ ８１７ 人， 关键指标异常人

数 ３７０ 人 （４ ７％）， 以制造业为主 （８５ ９％）； 微型、 外商企

业职工关键指标异常率最高 （１０ ９％、 ６ ８％）； 男性异常率

（３ ６％） 低于女性 （７ 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５５ ３３，
Ｐ＜０ ００１）。 （４） 铅作业。 监测铅作业工人 ２ ４４５ 人， 关键指

标异常人数 １５４ 人 （６ ３％）， 以制造业为主 （９８ ０％）； 以私

人、 小型企业工人关键指标异常率最高 （１００％、 ７ ８％）； 不

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５） 噪声作业。 监测噪声作业

工人１７ １６１人，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２ ２７０ 人 （１３ ２％），
以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主； 以小

型、 外商企业关键指标异常率最高 （２３ ５％、 ２５ ４％）； 不同

性别关键指标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 ３　 职业病报告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５ １４５ 家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共新发职业病

４５０ 例， 其中重点职业病新发病例 ４２４ 例 （９２ ２％）。 报告的

病种分别为煤工尘肺 ２４４ 例 （５７ ５％）、 矽肺 １３５ 例 （３１ ８％）
和噪声聋 ４５ 例 （１０ ６％）， 石棉尘肺、 苯中毒、 铅中毒和布鲁

氏菌病未见报告。
３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职业病已经成为较严重的社会公

共卫生问题。 加强对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分析管理具

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调查结果显示， ５ １４５ 家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占辖区

全部职业病危害因素 １１ ３２９ 家企业的 ４５ ４％。 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依次为噪声、 矽尘和煤尘， 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和采矿

业为主， 企业规模以小型和微型为主， 经济类型以私有和国

有企业分布为主， 这些企业和行业是本辖区的重点防控对象。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分析显示， 高血压患病率为 １０ ８％，

男性高于女性， 与一些地区的结果一致［１，２］ 。 肝功能监测异

常率为 １４ １％， 男性高于女性， 其原因可能与男性饮酒比例

较女性高， 导致肝功能异常有关。 急、 慢性苯中毒一直是职

业卫生关注的焦点，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是最常见的职业病之

一。 本次调查显示苯和铅接触者关键指标异常人数、 职业禁

忌证和疑似职业病例主要分布在微小型私有企业、 制造行

业， 这与微小型企业、 私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病危害防护意识

不强、 作业工人流行性大、 企业职业健康教育不到位有关。
本次调查显示， 存在噪声危害的企业最多， 接触噪声人

数最多， 收集到在岗期间体检个案人数也最多， 专项指标异

常率和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最高。 噪声聋诊断人数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４ 例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５ 例， 增幅明显， 应引起高度重视， 特

别是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应制定

综合预防措施， 发挥监测的预警功能。
职业性尘肺病是我国目前最严重的职业病， 尤以煤工

尘肺多见。 本辖区也是以煤工尘肺为主， 其次为矽肺。 煤

尘作业工人肺部改变主要分布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矽尘

作业工人肺部改变主要分布在其他采矿业和制造业， 煤尘

和矽尘工人尘肺样改变率随年龄和工龄的增长而呈增长趋

势， ５０ ～ ５９ 岁年龄组和 ３０ ～ ３４ 年工龄组工人的尘肺样改变

率最高。 因此， 本辖区应重点防控煤工尘肺和矽肺， 加强

对煤炭开采洗选行业和其他采矿业的监管力度， 增加企业

职业危害防护措施， 提高劳动者防护意识， 同时对接触人

群进行动态监测。
全面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离不开法律制度的约束、 监督

单位的严格执法、 用人企业的自觉守法、 劳动者的依法维权，
只有多方面互相协调， 协同工作， 才能保证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依法、 全面开展［３］ 。 为了更好地做好辖区煤尘、 矽尘、 噪

声等重点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治工作， 应加强职业病防治信

息建设， 建立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加强本辖区职业病防治

能力建设， 进一步规范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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