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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疑似职业病报告情况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 重庆市报告疑似职业病呈现例

数多， 疑似尘肺病、 噪声聋多， 中年疑似高发， 具有地区聚

集性和行业聚集性的特点， 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应根据行业特

点， 突出重点分类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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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职业病是指通过职业健康检查发现疑似职业病或者

可能患有职业病， 需要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

者［１］ 。 为了解重庆市疑似职业病相关情况， 现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疑似职业病报告情况进行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从国家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导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疑似职业病报告卡 １３ ７４９ 张， 经查重整理后删除

１ ４２０例， 对余下 １２ ３２９ 例进行分析。
１ ２　 方法

将重庆市所辖 ３９ 个区县划分为四大区域， 即主城片区、
渝西地区、 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 主城片区包括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等 ９ 个区， 渝西地区包括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等 １３ 个区， 渝东北地区包括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等 １１ 个区县， 渝东南地区包括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县等 ６
个区县。

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对企业

进行行业划分。 企业经济类型沿用 “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卫生

信息监测系统” 划分方法， 分为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私有

经济、 港澳台经济、 外商经济五类。 企业规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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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不详五类。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建立数据库， 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报告各类疑似职业病 １２ ３２９ 例， 其

中， ２０１５ 年 ３ ８３３ 例， ２０１６ 年 ５ ２０１ 例， ２０１７ 年 ３ ２９５ 例。 通

过门诊治疗报告 ７ 例、 职业病事故报告 ４ 例、 职业病诊断报告

６１ 例、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１２ ２５０ 例、 住院治疗报告 ７ 例。
２ ２　 年龄分布

男性 １１ ９４０ 例 （占 ９６ ８４％）、 女性 ３８９ 例 （占 ３ １６％），
平均年龄 （ ５１ ± ７） 岁， ５０ ～ ５９ 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高

（４５ ５６％）， 其次为 ４０～４９ 岁年龄组 （４０ ６４％）。 详见表 １。
表 １　 疑似职业病病例年龄分布 例数 （％）

年龄（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２０～２９ １９ （０ ５０） ３３ （０ ６３） ２９ （０ ８８） ８１ （０ ６６）

３０～３９ １２８ （３ ３４） ２０１ （３ ８６） １２２ （３ ７０） ４５１ （３ ６６）

４０～４９ １ ４７６ （３８ ５１） ２ １４２ （４１ １８） １ ３９２ （４２ ２５） ５ ０１０ （４０ ６４）

５０～５９ １ ８１２ （４７ ２７） ２ ４５７ （４７ ２４） １ ３４８ （４０ ９１） ５ ６１７ （４５ ５６）

６０～６９ ３５７ （９ ３１） ３３４ （６ ４２） ３２４ （９ ８３） １ ０１５ （８ ２３）

≥７０ ４１ （１ ０７） ３４ （０ ６５） ８０ （２ ４３） １５５ （１ ２６）

２ ２　 病种分布

根据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重庆市报告疑似职业病涉及

其中 ８ 大类， 包括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１０ ７９６ 例

（８７ ５７％）， 职业性皮肤病 １ 例， 职业性眼病 ７５ 例， 职业性耳

鼻喉口腔疾病 １ ２１６ 例 （９ ８６％），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２１８ 例

（１ ７７％），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１ 例， 职业性传染病 １ 例， 职

业性肿瘤 ２１ 例 （０ １７％）。 居前十位疑似职业病病种详见表 ２。
表 ２　 前十位疑似职业病病种分布 例数 （％）

病种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煤工尘肺 ２ ４０５ （６２ ７４） ３ ５３４ （６７ ９５） １ ８６８ （５６ ６９） ７ ８０７ （６３ ３２）

矽肺 ５６７ （１４ ７９） ４３５ （８ ３６） ３８３ （１１ ６２） １ ３８５ （１１ ２３）

其他尘肺病 ２８８ （７ ５１） ４５０ （８ ６５） ５０６ （１５ ３６） １ ２４４ （１０ ０９）

噪声聋 ３６５ （９ ５２） ５１３ （９ ８６） ３３３ （１０ １１） １ ２１１ （９ ８２）

苯中毒 ９３ （２ ４３） ５４ （１ ０４） ４８ （１ ４６） １９５ （１ ５８）

电焊工尘肺 ２８ （０ ７３） ５６ （１ ０８） ４０ （１ ２１） １２４ （１ ０１）

铸工尘肺 ３３ （０ ８６） ２３ （０ ４４） ２９ （０ ８８） ８５ （０ ６９）

水泥尘肺 １２ （０ ３１） ２９ （０ ５６） ２２ （０ ６７） ６３ （０ ５１）

陶工尘肺 ９ （０ ２３） １１ （０ ２１） ４２ （１ ２７） ６２ （０ ５０）

白内障 （含放射性白内障、
三硝基甲苯白内障）

１０ （０ ２６） ５５ （１ ０６） ９ （０ ２７） ７４ （０ ６０）

２ ３　 地区分布

按照病 例 所 在 企 业 辖 区 划 分， 主 城 片 区 １ ５７２ 例

（１２ ７５％）， 渝西地区 ６ ９８８ 例 （ ５６ ６８％）， 渝东北地区

２ ５５１例 （２０ ６９％）， 渝东南地区报告 １ ２１８ 例 （占 ９ ８８％）。
各地区报告疑似病例数的前三位区县详见表 ３。

·４９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３２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５　 　



　 表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各地区疑似职业病报告情况 例数（％）

地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主城片区

　 北碚区 ２５６ （６ ６８） ２０２ （３ ８８） ７４ （２ ２５） ５３２ （４ ３２）
　 巴南区 １２８ （３ ３４） ２０７ （３ ９８） ２２ （０ ６７） ３５７ （２ ９０）
　 九龙坡区 ２３ （０ ６０） ３１ （０ ６０） １７７ （５ ３７） ２３１ （１ ８７）
渝西地区

　 永川区 １ ４６８ （３８ ３０） １ ８７２ （３５ ９９） ３８１ （１１ ５６） ３ ７２１ （３０ １８）
　 合川区 ２７３ （７ １２） ５１６ （９ ９２） ２７０ （８ １９） １ ０５９ （８ ５９） 　
　 璧山区 １５７ （４ １０） １５２ （２ ９２） ６５ （１ ９７） ３７４ （３ ０３）
渝东北地区

　 奉节县 ２０４ （５ ３２） ６６ （１ ２７） ４８３ （１４ ６６） ７５３ （６ １１）
　 开州区 ４ （０ １０） １８２ （３ ５０） ２０９ （６ ３４） ３９５ （３ ２０）
　 云阳县 ０　 　 　 ３１ （０ ６０） ２９４ （８ ９２） ３２５ （２ ６４）
渝东南地区

　 彭水县 ０　 　 　 ２１２ （４ ０８） ９２ （２ ７９） ３０４ （２ ４７）
　 黔江区 ０　 　 　 ２４０ （４ ６１） ５３ （１ ６１） ２９３ （２ ３８）
　 秀山县 ７３ （１ ９０） ８７ （１ ６７） ８４ （２ ５５） ２４４ （１ ９８）

２ ４ 　 行业分布

重庆市有 １３ 个门类行业报告疑似职业病， 采矿业、 制造业

报告病例数较多， 分别占总病例数 ６８ ９０％、 ２５ ０１％。 疑似尘

肺病 １３ 个门类行业均有报告， 采矿业报告数最多（８ ３７１ 例， 占

疑似尘肺报告数 ７７ ５５％）， 其次是制造业 （１ ７４６例， 占疑似尘

肺报告数 １６ １８％）。 除了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农

林牧渔业、 房地产业外， 其余行业均有疑似职业性噪声聋报告，
其中制造业和采矿业报告数较多， 分别报告 １ ０３９ 例和 １２４ 例

（占疑似噪声聋报告数 ８５ ８０％、 １０ ２４％）。 疑似职业性化学中

毒在多个行业中有报告， 以制造业报告最多 （１９８ 例， 占疑似

职业性化学中毒报告的 ９０ ８３％）。 报告的 ２１ 例疑似苯所致白血

病， 全部分布在制造业。
２ ５　 企业规模和经济类型分布

疑似职业病例主要分布在不详规模和小型企业。 私有经

济报告疑似职业病例数最多， 其次是国有经济， 港澳台经济

最少。 不同企业规模和经济类型报告疑似职业病情况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重庆市疑似职业病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分布

例数 （％）

分类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企业规模

　 大型 １３５ （３ ５２） ２４７ （４ ７５） ２３２ （７ ０４） ６１４ （４ ９８）
　 中型 ４３１ （１１ ２４） ７４６ （１４ ３４） ５２３ （１５ ８７） １ ７００ （１３ ７９）
　 小型 １ ２１３ （３１ ６５） １ ６８４ （３２ ３８） 　 １ １４５ （３４ ７５） ４ ０４２ （３２ ７８）
　 微型 ３３８ （８ ８２） １４８ （２ ８５） ２９０ （８ ８０） ７７６ （６ ２９）
　 不详 １ ７１６ （４４ ７７） ２ ３７６ （４５ ６８） １ １０５ （３３ ５４） ５ １９７ （４２ １５）
经济类型

　 国有经济 ２９９ （７ ８０） ５３３ （１０ ２５） ６２３ （１８ ９１） １ ４５５ （１１ ８０）
　 集体经济 ６６ （１ ７２） ７２ （１ ３８） ４３ （１ ３１） １８１ （１ ４７）
　 私有经济 ３ ４５２ （９０ ０６） ４ ５５５ （８７ ５８） 　 ２ ５９６ （７８ ７９） １０ ６０３ （８６ ００） 　
　 港澳台经济 ３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４） ６ （０ １８） １１ （０ ０９）
　 外商经济 １３ （０ ３４） ３９ （０ ７５） ２７ （０ ８２） ７９ （０ ６４）

３　 讨论

重庆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报告疑似职业病有以下特点： （１）
病例数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年平均报告 ４ １１０ 例。 重庆市作为西

南地区重工业基地， 接触职业病危害企业多、 人群庞大［２～４］ ，
部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意识增强， 定期开展员工职业

健康监护， 能够及时发现疑似职业病患者。 （２） 疑似尘肺病、
疑似噪声聋多， 需警惕职业性化学中毒尤其是苯中毒发生。
这与重庆市近几年职业性尘肺病、 职业性噪声聋、 职业性苯

中毒发病情况基本一致［５～７］ ， 说明重庆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是粉尘、 噪声和苯， 应列为职业病防治重点， 开展专项治

理工作。 （３） 中年疑似职业病高发。 疑似职业病主要集中在

４０～４９ 岁和 ５０～５９ 岁两个年龄段， 提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时间越长， 发生职业性健康损害的风险越高， 企业应淘汰

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加强工程技术防护设施设置和个人

防护措施， 合理安排工班休息， 定期组织劳动者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 及时发现职业性健康损害， 尽早调离接害岗位。 （４）
疑似职业病检出具有地区聚集性和行业聚集性。 渝西地区和

渝东北地区报告疑似职业病较多， 可能与两地区工矿企业相

对较多、 生产工人基数大［３，４，８］ 、 接触危害因素人员数量多、
医疗资源及职业健康体检能力较强等因素有关。 疑似职业病

多集中在私有经济、 小型和不详规模企业中， 这与其作业环

境防护设施及防护用品较差、 防护意识不到位有关。 应加强

对小型私营企业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此外， 较多的私有小

型企业未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供企业基本信息， 职业健康

检查机构网报企业规模时往往选择 “不详”， 属职业病报告机

构履行职责不到位， 国家应尽快出台职业病报告管理规范，
各级职业病报告管理机构应加强对网报信息的审核。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粉尘、 噪声、 苯是

疑似职业病发生的主要因素， 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应根据不

同行业特点， 突出重点、 分类防治。 对于疑似职业病患者，
企业应按照相关流程妥善安排其后续诊断与治疗， 使劳动

者依法享有健康保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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