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 接触重点监测危害因素岗位的劳动者按照 ＧＢＺ １５９ 进

行个体检测。 ８ ｈ 定岗操作的岗位采集 ４ 个不同时段样品； 巡

检操作的分别于不同停留作业点检测， 根据巡检频次和重点

监测危害因素设置检测点。
１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　 收集重点人群 ２０１７ 年职业健康监护

资料， 包括检查项目和结果。
１ ３　 统计分析

按照重点人群监测信息表和数据库内容进行数据录入、
汇总和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重点危害因素监测

收集 ８０ 家企业的 ５ 种重点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主动监测

率达到 ５６ ８％。 其中， 超标最严重的为矽尘， 其次是噪声和

电焊烟尘。 详见表 １。
表 １　 重点危害因素监测情况

危害因素 岗位数 超标数 超标率 （％）

噪声 ７４４ ２３８ ３１ ９９
苯 １４２ ２ １ ４１
电焊烟尘 ２２１ ３４ １５ ３８
矽尘 ７０ ３３∗ ４７ １４
铅烟（尘） ３０ ０ ０
合计 １ ２０７ ３０７ ２５ ４３

注： ∗， 矽尘指标总尘和呼尘超标数均为 ３３， 故按一个岗位计算

２ ２　 重点人群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根据 １９ 家疾控机构收集的 ６ ０４６ 人次职业健康检查个案

资料， 分别收集重点监测危害因素苯作业人群的血常规 （白
细胞、 红细胞、 血小板、 中性粒细胞、 血红蛋白）、 血清

ＡＬＴ、 肝脾 Ｂ 超检查结果， 电焊烟尘作业人群的胸片、 肺功

能检查结果， 接触矽尘人群的胸片检查结果， 接铅人群的红

细胞、 血红蛋白、 尿常规、 血铅检查结果， 噪声作业人员的

内科常规、 耳鼻喉检查、 纯音听阈测试结果等。 未发现职业

病与疑似职业病患者， 仅有 １ 例噪声职业禁忌证患者。 苯作

业人员相关指标异常率最高， 主要异常指标为血常规； 其他

依次为噪声作业人员， 主要异常指标为纯音听阈测试； 铅和

电焊烟尘作业人员主要异常指标为血尿常规、 胸片； 矽尘作

业人员主要异常指标为胸片检查。 详见表 ２。
表 ２　 重点人群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危害因素 在岗人数 体检人数 相关指标异常人数 异常率（％）

噪声 ４ ７８９ ３ ７０３ １ ８８２ ５０ ８２
苯 １ ２８７ １ １１８ １ ０３６ ９２ ６７
电焊烟尘 １ ２７２ ５９９ ２６ ４ ３４
矽尘 ５１０ ３９１ ８ ２ ０５
铅烟铅尘 ４０１ ２３５ ８６ ３６ ６０
合计 ８ ２５９ ６ ０４６ ３ ０３８ ５０ ２５

３　 讨论

综合分析表明， 我市重点人群重点危害因素比较严重的

为矽尘、 噪声和苯。 矽尘检测岗位超标率最高 （４７ １４％），
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以控制矽肺发病。
噪声检测岗位超标率 ３１ ９９％， 接触噪声作业人员纯音听阈检

查异常率为 ５５％， 提示噪声慢性危害在随后的几年中可能会

有所增加， 应加强噪声聋发病的防治。 苯作业场所个体检测

超标率为 １ ４１％， 但是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相关异常率高达

９２ ６７％， 其中血常规异常率为 ４４％， 提示苯的慢性危害随着

接触工龄的增加， 相关指标的异常率可能会有所增加。 应采

用低毒性物质代替苯， 建立完善的通风排毒设施， 将车间内

苯浓度控制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
从本次针对现场检测和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可以看出，

危害因素现场检测个体浓度超标的劳动者健康检查结果相关

指标可能无异常； 接触工龄较长的出现了相关的异常指标，
但是还不能诊断为职业禁忌证或者职业病。 因此， 应坚持危

害因素长期监测， 以了解职业病发生发展的趋势， 为制订我

市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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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江苏省铅作业工人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

的检出水平及其分布，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为 ０ ８８％， 疑似职

业病检出率为 ９ ７７％。 提示接铅作业工人岗前和离岗时职业

健康体检有待加强， 需关注职业禁忌证及疑似职业病群体，
完善职业病网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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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２ ０２０
职业健康检查是二级预防的主要手段， 职业病数据的报

告、 统计和分析是职业病预防控制的重要基础［１］ 。 本文收集

了江苏省职业病网络报告系统１１ ９００例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 分析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的检出水平及其分

布状况， 为制定、 完善职业病报告系统评估指标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自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报告的１１ ９００例铅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

检查数据。 其中男性 ６ ６２４例 （５５ ６６％）、 女性 ５ ２７６例 （４４ ３４％）。
上岗前检查 ２ ０７２例 （１７ ４１％）、 在岗期间检查 ９ ７６８例 （８２ ０８％）、

·５３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３２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２



离岗时检查 ６０ 例 （０ ５１％）。 年龄 １８～ ７８ 岁， 平均年龄 （３８ １２±
９ ２７） 岁。 接触铅作业工龄 ０～３８年， 平均 （３ ６８±４ ４６） 年。
１ ２　 方法

职业禁忌证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
２０１４）、 《职业禁忌证界定导则》 （ＧＢＺ／ Ｔ２６０—２０１４） 进行判定。
包括： （１） 中度贫血： 血红蛋白 ６０～９０ ｇ ／ Ｌ， 红细胞数 ２ ０×１０１２

～３ ０×１０１２ ／ Ｌ； （２） 卟啉病； （３） 多发性周围神经病。 疑似职业

病依据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ＧＢＺ３７—２００２）、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进行判定。 包括： 尿铅≥０ ３４ μｍｏｌ ／
Ｌ （０ ０７ ｍｇ ／ Ｌ、 ７０ μｇ ／ Ｌ） 或 ０ ４８ μｍｏｌ ／ ２４ｈ （０ １ ｍｇ ／ ２４ ｈ、 １００
μｇ ／ ２４ ｈ）； 血铅≥１ ９ μｍｏｌ ／ Ｌ （０ ４ ｍｇ ／ Ｌ、 ４００ μｇ ／ Ｌ）。 有以上表

现之一， 即可判定为疑似职业病。
统计学分析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进行资料的收集、 整理、 计算，

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组间数据进行 χ２检验，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１ ３　 质量控制

数据来自江苏省 ２０１５ 年各级职业健康体检机构， 使用职业

健康体检软件录入， 由专人负责整理、 审查， 具有职业病诊断资

质的医师根据标准进行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的判定。
２　 结果

铅作业工人疑似职业病的检出率为 ９ ７７％， 职业禁忌证

的检出率为 ０ ８８％， 见表 １。
表 １　 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检出率

分类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受检人数 检出人数（％） 受检人数 检出人数（％）
性别 男 ６ ５８６ ３０ （０ ４６） ５ ３１８ ６３４ （１１ ９２）

女 ５ ２５４ ７４ （１ ４１） ４ ５１０ ３２６ （７ ２３）
体检类型 上岗前 ２ ０７２ １０ （０ ４８）

在岗期间 ９ ７６８ ９４ （０ ９６） ９ ７６８ ９５８ （９ ８１）
离岗时 ６０ ２ （３ ３３）

年龄（岁） ＜２０ ５４ ０ （０ ００） ２４ ８ （３３ ３３）
２０～３０ ３ ０１１ １８ （０ ６０） ２ ０５９ ２５５ （１２ ３８）
３１～４０ ３ ８９１ ３０ （０ ７７） ３ ２３１ ２５２ （７ ８０）
４１～５０ ３ ７５７ ５０ （１ ３３） ３ ４３２ ２９０ （８ ４５）
＞５０ １ １２７ ６ （０ ５３） １ ０８２ １５５ （１４ ３３）

接铅工龄（年） ＜１ ２ １４０ １７ （０ ７９） ３０９ ４６ （１４ ８９）
１～５ ７ ０５７ ６５ （０ ９２） ６ ８９０ ７４０ （１０ ７４）
６～１０ １ ９６５ １５ （０ ７６） １ ９５２ １２０ （６ １５）
１１～２０ ５１４ ６ （１ １７） ５１１ ３６ （７ ０５）
＞２０ １６４ １ （０ ６１） １６６ １８ （１０ ８４）

合计 １１ ８４０ １０４ （０ ８８） ９ ８２８ ９６０ （９ ７７）

２ １　 性别分布

男性职业禁忌证检出率 ０ ４６％， 女性职业禁忌证检出率

１ ４１％ ，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３０ ４８２， υ ＝ １， Ｐ ＜
０ ０１）； 男性疑似职业病检出率 （１１ ９２％） 高于女性 （７ ２３％），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６０ ９９１， υ＝１， Ｐ＜０ ０１）。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类型分布

上岗前职业禁忌证检出率 （０ ４８％） 低于在岗期间检出

率 （０ ９６％），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４ ５１８， υ ＝ １， Ｐ＜
０ ０５）， 在岗期间疑似职业病检出率 （９ ８１％） 高于离岗时检

出率 （３ ３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 ３　 年龄分布

除＞５０ 岁年龄组外，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随年龄的增长而

增长， 经卡方趋势检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 ８７２，
υ＝ １， Ｐ＜０ ０１）。 其中， 以＜２０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低， ４１ ～ ５０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 （１ ３３％）。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以＜２０ 岁

组 （３３ ３３％） 和＞５０ 岁组 （１４ ３３％） 较高， 多组之间的检

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７ ５８４， υ＝ ４， Ｐ＜０ ０１）。
２ ４　 工龄分布

各接铅工龄组职业禁忌证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以 ６ ～ １０ 年组最低 （ ６ １５％）， ＜ １ 年组

（１４ ８９％） 和＞２０ 年组 （１０ ８４％） 检出率较高， 多组之间的

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０ １２１， υ＝ ４， Ｐ＜０ ０１）。
２ ５　 行业分布

工人来源于电池、 电子器件、 仪器仪表等 １６ 个行业， 其中

以电池制造业最多， 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构成比分别为

７５ ０％、 ８２ ４０％。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最高的为电子元件制造

（３ ４３％），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最高的为电机制造业 （２０ ４５％）。
２ ６　 企业规模分布

不同企业规模中， 中型企业受检人数最多， 职业禁忌证

和疑似职业病的检出人数构成比也最多， 分别为 ５４ ８１％、
５３ ８５％；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最高的为中型企业 （０ ９２％），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最高的为微型企业 （１２ ６２％）。
３　 讨论

江苏省职业病网络报告系统显示， １１ ９００ 例铅作业工人

职业健康检查以在岗体检为主。 铅作业工人职业禁忌证的检

出率为 ０ ８８％， 疑似职业病的检出率为 ９ ７７％。 上岗前职业

禁忌证检出率低于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检出率， 说明在岗期

间铅作业环境对工人存在一定的影响。 结合岗前、 岗中、 离

岗前进行职业健康体检的数量看， 岗前及离岗体检人数过少

的问题不容忽视， 加强这两个时段职业健康体检是今后职业

健康检查工作需要重视的问题。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女性高于男性，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男

性高于女性， 与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的判定标准有关，
也与男性工人作业时间较女工长、 强度大、 自我保护意识较

弱、 不良的生活方式 （如吸烟、 饮酒） 等有关。
接铅工龄＜１ 年组、 １～５ 年组、 １１～ ２０ 年工龄组职业禁忌

证检出率出现逐步增高趋势， 结合上岗前职业禁忌证检出率

低于在岗期间检出率的结果， 进一步说明在岗期间的铅作业

环境对作业工人存在影响。 ＜２０ 岁及工龄＜１ 年的工人疑似职

业病检出率较高， 提示进行岗前体检及入职前的职业安全培

训问题值得关注。
网报系统中缺少职业卫生现场的资料， 仅对工种和岗位

进行描述， 若能补充相关方面的数据统计， 可以提供更多信

息。 另外， 很多职业健康体检资料基本信息不全， 如行业类

型和企业规模数据不详， 影响职业病网络报告质量， 值得重

视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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