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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泸州市新发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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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泸州市共报告新发职业病 ２ ２４５ 例，
以职业性尘肺病为主 （２ ２２１ 例）， 职业病发病在经历了上升

期、 平稳期后波动下降； 病例主要分布在泸县、 古蔺县、 叙

永县； 主要来自采矿业、 私有经济、 小型企业； 主要为男性；
接尘工龄＜５ 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总例

数的比例呈波动下降趋势。 提示泸州市新发职业病具有地域

特色， 且职业病高发态势得到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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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预防、 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现通过收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泸州市新发职业病相关信息， 研究

分析其发病特点、 变化趋势和规律［１］ ， 为采取有效的职业病

防治措施提供技术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收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的 “职业病与职

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中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泸州市新发职业病

病例相关数据。 数据由职业病诊断机构上报、 逐级审核， 数

据导出后采取剔除重卡、 行业重新归类等质控措施。 职业病

分类依据我国施行的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划分为 １０ 大

类； 行业分类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ＧＢ ／ 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１） 划分； 企业规模按照 《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

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 （国统字 ［ ２０１１］ ７５ 号） 进行划

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录入， 以描述流行病学的方法进

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泸州市新发职业病 ２ ２４５ 例， 其中尘肺病

２ ２２１例 （９８ ９％）、 急性职业中毒 １４ 例、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

疾病 ９ 例、 职业性皮肤病 １ 例， 男 ２ ２３９ 例 （９９ ７％）、 女 ６
例 （０ ３％）， 接尘工龄＜５ 年劳动者新发尘肺报告例数占年度

报告总例数的比例呈波动下降趋势， 见图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职业病发病逐年增加， 特别是 ２００９ 年比 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 １０ ５
倍， ２０１２ 年有所下降， ２０１３ 年显著增加， 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５５
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发病较平稳， 逐年下降， 见图 ２。
２ ２　 地区分布

图 １　 接尘工龄＜５ 年新发尘肺情况

图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职业病发病情况

２ ２４５ 例新发职业病病例中， 泸县、 古蔺县、 叙永县居前

三位。 各种职业病例的地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泸州市职业病新发病例地区分布 例

地区 尘肺 急性中毒 耳鼻喉口腔疾病 皮肤病 合计 （％）

江阳区 ２９ ５ １ 　 ３５ （１ ６）

纳溪区 １５ ２ １７ （０ ８）

龙马潭区 １１ ８ ４ ２３ （１ ０）

泸县 １ ０４６ ４ １ ０５０ （４６ ７）

合江县 ６ ６ （０ ３）

叙永县 ４８３ ４８３ （２１ ５）

古蔺县 ６３１ ６３１ （２８ １）

合计 ２ ２２１ １４ ９ １ ２ ２４５ （１００ ０）

２ ３　 行业分布

２ ２４５ 例新发职业病病例中， 采矿业 ２ ０７７ 例， 占 ９２ ５％；
急性职业中毒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采矿业。 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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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泸州市职业病新发病例行业分布 例

行业 尘肺病
急性

中毒

耳鼻喉口

腔疾病
皮肤病 合计 （％）

采矿业 ２ ０７３ ４ ２ ０７７ （９２ ５２） 　
制造业 １０１ １０ ９ １２０ （５ ３５）
建筑业 ７ ７ （０ ３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２ ２ （０ ０９）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５ ５ （０ ２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３ （０ １３）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 ５ （０ ２２）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５ １ ２６ （１ １６）
合计 ２ ２２１ １４ ９ １ ２ ２４５ （１００ ００）

２ ４　 企业经济类型分布

职业病新发病例中 １ ７６３ 例分布在私有经济， 占 ７８ ５％； 其

次是集体经济 ３０３例 （１３ ５％）， 国有经济最少， １７９例 （８％）。
２ ５　 企业规模分布

职业病新发病例 １ ９９５ 例分布在小型企业， 占 ８８ ９％； 依

次为中型企业 ２１４ 例 （９ ５％）、 大型企业 ３０ 例 （１ ３％）、 微

型企业 ６ 例 （０ ３％）。 职业性尘肺病主要分布在小型企业

（１ ９９０ 例）， 急性职业中毒主要分布在中型企业 （９ 例）， ９
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均分布在中型企业， １ 例职业性皮

肤病在小型企业。

３　 讨论

２００９ 年泸州的安徽农民工事件， 江阳区政府介入并监督

外出务工农民工患尘肺病相关工作， 使泸州市劳动者的职业

病防范意识增强， 主动到诊断机构就诊， 故 ２００９ 年新发职业

病病例比 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 １０ ５ 倍。 ２０１３ 年泸州桃子沟煤矿事

件， 导致 ２０１３ 年新发职业病病例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２ ５５ 倍，
呈现爆发性的增长。 泸州市政府积极采取 “关、 停、 并、 转”
等政策措施， 关闭煤矿企业， 其他企业也积极采取技术改造、
转型升级、 个体防护和科学管理等综合治理措施， 从源头上

预防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发生， 解决相关问题， 新发职业病人

数逐年下降， 接尘工龄＜５ 年劳动者新发尘肺报告比例呈波动

下降趋势， 本市职业病高发态势得到有效的遏制。
职业病是病因明确的外源性疾病， 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发

生的疾病， 为政策性强、 可防可控的疾病。 建议用人单位、
劳动者、 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各方共同努力从源头上对泸县、
古蔺县、 叙永县等地的小型私有采矿企业和龙马潭区、 纳溪

区、 江阳区中型制造企业采取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措施，
保证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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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职业病网络直报情况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７

王小皙， 袁方， 金楠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４０００４２）

　 　 摘要： 通过 “用户认证与授权管理系统” 收集职业病报

告人员情况， 依据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职业病网络报告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显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重 庆市 累 计 报 告 各 类 职 业 病 病 例

１３ ４３６例， 农药中毒 ７００ 例， 职业健康监护 ９３２ ２７０ 人次， 职

业禁忌证 １６ ７３４ 例， 疑似职业病 １３ ４８７ 例， 不同类别危害因

素疑似职业病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粉尘

类疑似职业病检出率最高 （２ ７７％）。 重庆市职业病报告系统

逐年完善、 健全， 重点职业病监测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体检机

构网报工作， 建议建立统一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信息平台，
以全面掌握职业人群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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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网络报告数据是职业病防治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

现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职业病网络和各类卡片上报情况进

行分析， 为重庆市职业病防治奠定科学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通过 “用户认证与授权管理系统” 收集职业病报告人员情

况； 依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的 “职业病与职业卫

生信息监测系统” 网络直报信息平台， 收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

庆市尘肺病、 职业病 （尘肺病除外）、 农药中毒、 职业健康检

查个案报告、 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 疑似职业病、 职业

病诊断、 鉴定相关信息等报告情况。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进行

统计学描述与分析， χ２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报告网络情况　
重庆市职业病报告网络由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辖区

内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职业病诊断或鉴

定机构、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组成， 各机构指定专职或兼职人员

承担职业病报告工作。 目前重庆市职业病报告机构共 ６０ 家

（５５ 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２ 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３ 家职业病鉴

定机构）， 均开通网络直报， 系统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 全市承担

报告工作的 ６７０ 名报告人员中， 业务管理员 ４０ 名、 本级用户

１１９ 名、 直报用户 ５１１ 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业务管理员人数无变

化， 本级用户增加了 ３０ 名， 直报用户减少了 ４３ 名。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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