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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江阴市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

例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显示， 新发职业性化学性灼伤 １４２ 例，
其中眼灼伤 ７５ 例、 皮肤灼伤 ６７ 例。 病例主要集中于中小型私

有经济企业， 主要分布于化工和制造行业。 接害因素为酸和

碱类化学物， 接害工龄＜１ 年的病例居多 （占 ３１ ７％）。 建议

化工、 制造等重点行业应重视岗前职业安全教育及防护培训，
严格执行工作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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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近年来职业性化学性灼伤的发病动态和规律， 为

制定职业性化学性灼伤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对辖区内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例进行了整理分析，
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根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目录下 “健康危害

因素信息监测系统” 中的职业病病例网络直报系统数据， 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辖区内诊断的职业性化学灼伤病例进行整理，
并根据病例接害工龄、 所属行业类别、 企业经济类型及规模、
化学物种类、 诊断分级等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

比较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江阴市新发职业性化学性灼伤病例 １４２
例， 其中， 男性 １３０ 例 （９１ ５％）、 女性 １２ 例 （８ ５％）； 平

均年龄 （３８ ４±１０ ４） 岁， 平均工龄 （４ １± ４ ８） 年。 职业

性化 学 性 眼 灼 伤 ７５ 例 （ ５２ ８％）， 其 中， 轻 度 ６０ 例

（４２ ３％）、 中度 １３ 例 （９ ２％）、 重度 ２ 例 （１ ４％）； 职业

性化学 性 皮 肤 灼 伤 ６７ 例 （ ４７ ２％）， 其 中， 轻 度 ３７ 例

（２６ １％）、 中度 ２８ 例 （１９ ７％）、 重度及特重度各 １ 例 （各
占 ０ ７％）。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江阴市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例基本情况 例

年份
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 职业性化学性皮肤灼伤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轻度 中度 重度 特重度 合计
合计

２０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０ ０ ６ ６

２００９ ２ ３ ０ ５ ６ １ ０ ０ ７ １２

２０１０ ３ ２ ０ ５ ２ ２ １ ０ ５ 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０ ２ １ １３ ４ ２ ０ １ ７ 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５ ３ １ １９ ５ ４ ０ ０ ９ ２８

２０１３ ７ １ ０ ８ ３ ３ ０ ０ ６ １４

２０１４ ６ ０ ０ ６ ３ ２ ０ ０ ５ １１

２０１５ ９ ０ ０ ９ ６ ４ ０ ０ １０ １９

２０１６ ６ ０ ０ ６ ３ ３ ０ ０ ６ １２

２０１７ ２ ２ ０ ４ ３ ３ ０ ０ ６ １０

合计（％） ６０（４２ ３） １３（９ ２） ２（１ ４） ７５（５２ ８） ３７（２６ １） ２８（１９ ７） １（０ ７） １（０ ７） ６７（４７ ２） １４２（１００ ０）

２ ２　 行业分布

灼伤新发病例主要分布在化工、 纺织、 金属制造、 机械

等行业， 化工业 ４５ 例 （３１ ７％）、 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均为

２２ 例 （１５ ５％）、 机械制造业 ２０ 例 （１４ １％）。 此外， 劳务派

遣新发病例 １０ 例 （７ ０％）。 见表 ２。
２ ３　 企业规模及经济类型分布

灼伤病例主要分布于小型企业 （８８ 例， ６２ ０％） 和私有

经济企业 （８７ 例， ６１ ３％）， 灼伤用人企业规模及经济类型

分布前三位的是小型私有经济 ６４ 例 （４５ １％）、 大型港澳台

经济 ２１ 例 （ １４ ８％）、 中型私有经济 ２０ 例 （ １４ １％）。 见

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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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例行业分布 例

年份 化工 纺织 金属制造 机械 劳务派遣 非金属制造 电力 石油加工 医药 其他 合计

２００８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２００９ ４ ４ １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２
２０１０ ３ ２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１０
２０１１ ４ ２ ６ ４ ２ １ 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２０１２ ９ ３ ６ ２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２８
２０１３ ４ ３ ０ ５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４
２０１４ ４ ２ ０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１
２０１５ ６ ０ ４ ２ ０ ０ ２ １ １ ３ １９
２０１６ ３ ４ ２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２
２０１７ ２ ２ ２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０
合计（％） ４５（３１ ７） ２２（１５ ５） ２２（１５ ５） ２０（１４ １） １０（７ ０） ７（４ ９） ４（２ ８） ２（１ ４） ２（１ ４） ８（５ ６） １４２（１００ ０）

表 ３　 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例企业规模及经济类型分布 例 （％）

企业规模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私有经济 港澳台经济 外商经济 中外合资 合计

大型 ０　 　 　 ０　 　 　 ３ （２ １） ２１ （１４ ８） ０　 　 　 １ （０ ７） ２５ （１７ ６）
中型 ０　 　 　 ０　 　 　 ２０ （１４ １） ３ （２ １） ３ （２ １） ３ （２ １） ２９ （２０ ４）
小型 １ （０ ７） ６ （４ ２） ６４ （４５ １） ３ （２ １） ６ （４ ２） ８ （５ ６） ８８ （６２ ０）
合计 １ （０ ７） ６ （４ ２） ８７ （６１ ３） ２７ （１９ ０） ９ （６ ３） １２ （８ ５） １４２ （１００ ０）

２ ４　 工种及接害工龄分布

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例主要分布工种为操作工 （１０７
例， ７５ ４％）； 接害工龄 ＜ １ 年 （４５ 例， ３１ ７％） 和 １ ～ ２ 年

（３５ 例， ２４ ６％） 新发病例超过一半以上。 见表 ４。
表 ４　 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例工种及接害工龄分布 例

工种 ＜１ 年 １～２ 年 ３～４ 年 ５～６ 年 ≥７ 年 合计

操作工 ３５ ２４ １７ １６ １５ １０７
辅助工 ６ ４ ０ ４ ３ １７
其他 ４ ７ ３ ０ ４ １８
合计（％） ４５（３１ ７） ３５（２４ ６） ２０（１４ １） ２０（１４ １） ２２（１５ ５） １４２（１００ ０）

２ ５　 接害因素及诊断分级

６３ 例 （４４ ４％） 灼伤病例接害因素为酸类化学物， 其中

硫酸 ２０ 例、 盐酸 １１ 例、 氢氟酸 ８ 例、 乙酸 ７ 例、 硝酸 ５ 例、
甲酸 ４ 例、 磷酸 ２ 例， 丙烯酸、 磺酸各 １ 例， 由两种以上酸类

化学物引起的灼伤 ４ 例； ５２ 例 （３６ ６％） 灼伤病例接害因素

为碱类化学物， 氢氧化钠 ４１ 例、 氨水 ７ 例、 氢氧化钙 ３ 例、
氢氧化钾 １ 例； １９ 例 （１３ ４％） 接害物质为有机溶剂， 其中

苯酚 ４ 例， 苯酐、 乙醇各 ２ 例， 偏苯三酸酐、 不饱和聚合酯、
环氧氯丙烷各 １ 例， 由混合有机溶剂导致的灼伤 ８ 例。 氧化剂

类化学物 （双氧水与高锰酸钾） 灼伤 ２ 例。 见表 ５。
表 ５　 灼伤病例诊断分级及接害因素 例 （％）

诊断分级 酸性物质 碱性物质 有机溶剂 氧化剂 其他

轻度 ４７ （３３ １） ３１ （２１ ８） １４ （９ ９） ２ （１ ４） ３ （２ １）

中度 １６ （１１ ３） １８ （１２ ７） ５ （３ ５） ０　 　 　 ２ （１ ４）

重度 ０　 　 　 ２ （１ ４） ０　 　 　 ０　 　 　 １ （０ ７）

特重度 ０　 　 　 １ （０ ７） ０　 　 　 ０　 　 　 ０　 　 　

合计 ６３ （４４ ４） ５２ （３６ ６） １９ （１３ ４） ２ （１ ４） ６ （４ ２）

３　 讨论

江阴市经济发达， 企业众多， 尤其民营、 乡镇企业数量

多、 种类杂， 职业卫生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江阴市主要

新发职业病为接触化学物引起的职业性皮肤灼伤及眼灼伤，
其余各类职业病发病数量较少［１］ 。 所以， 应将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眼病与尘肺病一同列为重点防治的职业病病种， 根据

其行业、 工种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控制措施［２］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辖区累计报告的职业性化学性灼伤新发病

例与行业类别、 企业经济类型及规模、 工种、 接害工龄、 接

害因素密切相关， 呈现集中趋势。 灼伤新发病例主要分布在

化工、 纺织、 金属制造等行业， 有 １０ 例 （７ ０％） 发生在劳

务派遣用工形式的企业。 病例集中于小、 中型私有经济企业，
同时， 大型港澳台经济企业也值得关注。 新发病例接害因素

种类主要为酸和碱类化学物。 １４２ 例中， 接害工龄＜１ 年的 ４５
例 （３１ ７％）， ＜３ 年的达 ８０ 例 （５６ ３％）， 接害工龄＞３ 年者

新发病例数量呈现减少趋势。
随着用工制度的多样化， 大量的劳动者就职于新型的劳

务输出公司， 相关监管部门对此类用人单位的监管存在困难，
一定数量的病例发生在劳务派遣企业。 针对劳务输出这种非

实质性用人单位， 应当进一步加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３］ 。
对于存在职业性化学性灼伤发生风险的企业， 应当做好

重点岗位、 重点人群的防控工作， 从源头上控制灼伤危害。 重

视劳动者上岗前职业安全教育及相应防护培训， 增强工人自

我防护意识， 有效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鉴于职业性化学性灼

伤多发且常见， 应在接触化学品的生产车间、 罐区及原料仓

库、 成品仓库出入口处设置喷淋洗眼器， 以便于职业性化学

性灼伤发生时的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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