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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泉州市新发职业病 ４５９ 例， 位居首

位的是职业性尘肺病 （ ９２ ６％）， 其次为职业性化学中毒

（５ ２％）； 发病高峰出现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病例数前三位的

县 （区 ／ 市） 是永春县、 晋江市和南安市。 提示我市应加强粉

尘危害治理， 特别是重点行业小规模企业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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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 城镇化和经济

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职业病危害问题也日渐突出， 职

业病防治形势严峻［１］。 泉州市是福建省经济较发达

地区之一， 工矿企业较多， 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

些职业卫生问题。 现就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泉州市职业病

的发病情况回顾性分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采用职业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经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次诊断的新发职业病病

例一般情况及时间、 空间的分布。 行业分类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企业规

模根据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

［２０１１］ ３００ 号） 划分。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

件录入， 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全市新诊断职业病 ４５９
例， 男性 ４３３ 例、 女性 ２６ 例， 年龄 １８ ～ ７９ 岁、 平均

（４８ ４±９ ２） 岁， 接害工龄 ０ ２ ～ ４５ 年、 平均 （１３ ０±
８ ６） 年。 发病的种类涉及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国卫

疾控发 ［２０１３］ ４８ 号） 中的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

统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职业

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肿瘤。 发病

例数位居首位的是职业性尘肺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４２６ 例 （９２ ８％）， 其次为职业性急慢性化学中毒 ２４ 例

（５ ２％）。 职业性尘肺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以尘肺病

为主， 占总病例数的 ９２ ６％ （４２５ 例）； 职业性慢性化学

中毒由苯、 正己烷、 铅及其化合物引起； 职业性急性化

学中毒常见毒物为一氧化碳、 二甲基甲酰胺、 １ ２⁃二氯

乙烷； 物理因素主要是高温引起的中暑； 职业性肿瘤为

苯所致白血病。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泉州市新发职业病病种分布

职业病病种 病例数 百分比 （％）

职业性尘肺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矽肺 ３８４ ８３ ７

　 职业性煤工尘肺 ３４ ７ ４

　 职业性电焊工尘肺 １ ０ ２

　 职业性水泥尘肺 １ ０ ２

　 其他尘肺 ５ １ １

　 职业性哮喘 １ ０ ２

职业性慢性化学中毒

　 职业性慢性苯中毒 ３ ０ ７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 ６ １ ３

　 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 ４ ０ ９

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３ ０ ７

　 职业性急性二甲基甲酰胺中毒 ３ ０ ７

　 职业性急性 １ ２⁃二氯乙烷中毒 ２ ０ ４

　 职业性有机磷中毒 １ ０ ２

　 其他化学物中毒 ２ ０ ４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中暑 ３ ０ ７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噪声聋 ３ ０ ７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接触性皮肤病 １ ０ ２

职业性肿瘤

　 苯所致白血病 ２ ０ ４

合计 ４５９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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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不同年份病种分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每年均有新

发病例， 并以尘肺病为主。 由表 ２ 可以看出， 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新发病例数最多 （２２０ 例）， 占总病例

数的 ４７ ９％； 职业性尘肺病每年都有发病， 职业性

慢性化学中毒集中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例） 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例），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出现了往年少见的职业性耳鼻喉

口腔疾病 （职业性噪声聋） 和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中暑）。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泉州市新发职业病病种分布 例

年份
职业性尘肺病和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

化学中毒∗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物理因素

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

肿瘤

职业性

皮肤病
合计 （％）

２０１０ ４２ ６ ０ ０ １ ０ ４９（１０ ７）

２０１１ ２７ ０ １ ０ ０ ０ ２８（６ １）

２０１２ ８４ ５ ０ ０ ０ ０ ８９（１９ ４）

２０１３ ６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６３（１３ ７）

２０１４ ６１ ７ ０ ０ ０ ０ ６８（１４ ８）

２０１５ ３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１（６ ８）

２０１６ ２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４ ６）

２０１７ ２７ ０ １ ０ ０ ０ ２８（６ １）

２０１８ ３６ ２ １ １ ０ ０ ４０（８ ７）

２０１９ ３７ ３ ０ ２ ０ ０ ４２（９ ２）

合计 ４２６ ２４ ３ ３ ２ １ ４５９（１００ ０）

　 　 注： ∗， ２０１０ 年苯中毒 ３ 例、 正己烷中毒 ３ 例为慢性职业中毒， ２０１４ 年有 ６ 例为铅及其化合物引起的慢性职业中毒， 其他年份多为散发的职

业性急性中毒。

２ ３　 不同地区病种分布 　 泉州市 １２ 个县 （市 ／区）
均有职业病发生， 位居前三位是永春县 １８９ 例

（４１ ２％）、 晋江市 ９３ 例 （ ２０ ３％）、 南安市 ７５ 例

（１６ ３％）。 各地区不同病种分布情况见表 ３。

表 ３　 泉州市不同地区新发职业病病种分布 例

地区
职业性尘肺病和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

化学中毒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物理因素

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

肿瘤

职业性

皮肤病
合计 （％）

鲤城区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２）

丰泽区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９）

洛江区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３（０ ７）

泉港区 １５ ６ １ ０ ０ ０ ２２（４ ８）

台商投资区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７）

惠安县 １２ ４ １ １ ０ ０ １８（３ ９）

晋江市 ８４ ６ ０ １ １ １ ９３（２０ ３）

南安市 ７３ １ ０ １ ０ ０ ７５（１６ ３）

安溪县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６（１ ３）

永春县 １８８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９（４１ ２）

德化县 ３８ ２ １ ０ ０ ０ ４１（８ ９）

石狮市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９）

合计 ４２６ ２４ ３ ３ ２ １ ４５９（１００ ０）

２ ４　 新发尘肺病例在不同行业、 企业规模的分布　
近 １０ 年新发职业性尘肺病主要分布在采矿业 ２０６ 例

（煤炭 １８５ 例、 其他采矿业 ２１ 例）， 制造业 ２０５ 例

（陶瓷制造 １４４ 例、 石材加工 ３９ 例、 其他制造 ２２
例）， 其他行业仅 １４ 例。 制造业贰、 叁期职业性尘

肺病例构成比高于采矿业，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８ ３， Ｐ＜ ０ ０１）。 见表 ４。 ４２５ 例新发尘肺病例中，
小微型企业 ２４９ 例、 大中型企业 １７６ 例。 小微型企业

贰、 叁期职业性尘肺病例构成比高于大中型企业，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０ ３， Ｐ＜０ ０１）。 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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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各期别职业性尘肺在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构成比较 例（％）

行业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采矿业 １５１ （７３ ３） ３１ （１５ ０） ２４ （１１ ７） ２０６ （５０ １）

制造业 １０７ （５２ ２） ５６ （２７ ３） ４２ （２０ ５） ２０５ （４９ ９）

合计 ２５８ （６２ ８） ８７ （２１ ２） ６６ （１６ １） ４１１ （１００ ０）

　 表 ５　 各期别职业性尘肺在不同规模企业的构成比较 例（％）

企业规模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大中型 １４０ （７９ ５） １９ （１０ ８） １７ （９ ７） １７６ （４１ ４）

小微型 １２２ （４９ ０） ７１ （２８ ５） ５６ （２２ ５） ２４９ （５８ ６）

合计 ２６２ （６１ ６） ９０ （２１ ２） ７３ （１７ ２） ４２５ （１００ ０）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泉州市新发职业

病呈以下特征： （１） 以男性为主 （４３３ 例， ９４ ３％），
发病病种类涉及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肿瘤； 发病例数

居首位的是职业性尘肺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４２６ 例

（尘肺 ４２５ 例），占 ９２ ８％， 其次为职业性急慢性化学

中毒 ２４ 例 （５ ２％）， 与我省的职业病发病情况相

似［２］。 （２） 发病高峰集中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共新发

病例 ２２０ 例 （４７ ９％），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 ２０６ 例，
其原因可能为大部分病例接尘年代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经过 １０ 年左右的接尘工龄［３］， ２０１２ 年后呈现发病高

峰。 ２０１０ 年后未发生职业性苯中毒病例， 其原因主

要是 ２００３ 年国家颁布了 《鞋和箱包用胶粘剂》
（ＧＢ１９３４０—２０１４）， 将胶粘剂中三苯等有害物质进行

限量， 从源头上控制了苯系物的使用， 制鞋业等使用

的胶粘剂和溶剂以低毒或无毒物质替代， 苯接触浓度

逐渐呈现可控制态势［４］。 这些措施层层落实使泉州

市发病率较高的职业性苯中毒得以明显控制［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出现了职业性噪声聋和职业性中暑病

例， 与王海涛等［６］ 的调查结果一致。 （３） 新发病例

数位居前三位的县 （区 ／市） 为永春县、 晋江市和南

安市， 永春是泉州市煤矿集中地， 晋江市、 南安市则

是泉州市陶瓷制造业的集中地。 （４） 泉州市近 １０ 年

新发职业病以职业性尘肺病为主， 主要分布在采矿业

中的煤矿开采、 制造业中的陶瓷制造、 石材加工等行

业， 且制造业贰、 叁期尘肺的构成比高于采矿业， 说

明制造业特别是陶瓷制造、 石材加工行业粉尘危害较

采矿业更严重。 钢铁、 煤炭等重工业行业的职业危害

因素治理通过改进工艺、 增强防护等措施取得一定成

效后， 其他如陶瓷、 大理石加工行业粉尘危害显得较

为严重， 成为了新的职业性尘肺病防治重点［７］。 小

微型企业贰、 叁期尘肺的构成比高于大中型企业， 原

因可能与小微型企业生产工艺相对落后， 粉尘危害严

重， 对作业工人肺部损害更大有关［８］。 综上， 泉州

市近 １０ 年职业性尘肺病仍是防控的主要方向， 尤其

应关注于陶瓷制造、 石材加工行业以及小微型企业。
在传统职业病尚未控制的情况下， 尚需关注本地区近

几年新出现的职业性中暑、 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趋

势， 加强对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及重点病种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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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黄秀明， 黄志标， 林举亭， 等  阳江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职业病发

病情况分析 ［Ｊ］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２０１９， ３７ （１）： ４７⁃４９．
［８］ 刘月红， 黄蓝青， 唐学平， 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泉州市陶瓷行业职

业性尘肺病特征分析 ［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３１ （３）：
２１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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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上出现假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网站” 及在线投稿的声明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官网地址 ｈｔｔｐ： ／ ／ ｚｇｇｙｙｘ 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ｃｎ， 作者注册登录后可在线投稿。 目前， 网络上出现的假冒 “中国

工业医学杂志网站” 及在线投稿系统与本刊无关， 望广大作者和读者认真鉴别， 谨防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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