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４　 企业现场苯浓度检测与接苯女工血常规异常 （降低） 检出情况［人（％）］

现场检测 人数 ＷＢＣ Ｎ ＰＬＴ ＲＢＣ Ｈｂ 任意一项

已检 ６４０ ８８ （１３ ７５） ２８ （４ ３８） ２８ （４ ３８） ７ （１ ０９） ８２ （１２ ８１） １７４ （２７ １９）
未检 ２７２ １６ （５ ８８） １３ （４ ７８） １４ （５ １５） ７ （２ ５７） ２９ （１０ ６６） ５４ （１９ ８５）
χ２值 １１ ６９５ ０ ０７３ ０ ２５９ ２ ７６５ ０ ８２６ ５ ４７６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７８７ ０ ６１１ ０ ０９６ ０ ３６３ ０ ０１９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发现， 某市 ２４ 家小微型制鞋企业多数

车间布局不合理， 有毒、 无毒作业未分隔开； 企业开

展职业卫生防护 “三同时” 审查和验收、 设置通风

防毒设施、 职业危害项目申报、 企业负责人和员工岗

前职业危害防护培训、 配备合格个人防护用品、 开展

职业危害现场检测等职业卫生管理项目的落实率均低

于 ５０％， 最低仅为 １６ ６７％； １０ 家企业作业场所现场

苯浓度虽低于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但接苯女工血象偏

低现象严重， 特别是 ＷＢＣ 和 ＰＬＴ 降低检出率远高于

对照组， 接苯女工工龄≥１０ 年组 ＷＢＣ 降低率显著高

于工龄＜１０ 年组； 开展现场检测企业女工 ＷＢＣ 和任

意一项血常规指标异常 （降低） 检出率均高于未开

展检测的企业。 进一步分析发现， 企业开展现场检测

的 ８８ 名接苯女工 ＷＢＣ 降低者平均接苯工龄 １１ ４６
年， 其中有 ６３ 人接苯工龄≥１０ 年； 企业未开展现场

检测的 １６ 名接苯女工 ＷＢＣ 降低者平均接苯工龄

９ ６３ 年， １０ 人接苯≥１０ 年。 若个人防护不到位， 接

触低浓度苯仍会造成血液毒性和血象异常。
针对小微型制鞋业苯职业危害风险严重的问题，

建议相关管理部门采取以下措施： （１） 加强对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作业人员的宣传教育； 提倡企业积极推

进技术、 工艺革新， 以无苯胶水或低毒的原辅料代替

高毒的苯； 合理布局生产车间的设备和工作区域， 将

有害、 无害作业分开布置， 避免交叉污染； 督促企业

落实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和评价及个人防护用品

配备工作， 从源头上控制苯危害。 （２） 政府或企业

购买服务， 即由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指导制鞋企业

完善职业危害项目申报、 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

设置、 职业病防护用品选择和职业危害防护知识培训

等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３） 加大监督力度， 深入企

业开展职业卫生监督执法， 必要时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 不断提高职业卫生管理项目的落实率， 逐步完善

苯危害的防治工作。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０－１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２－０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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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现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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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 重庆 ４０４０００）

　 　 摘要：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重庆市万州区共 ２７４ 家

用人单位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在册职工 （含外委）
２８ ２３８ 人， 接害职工 １０ ３０８ 人， 集中于中小型制造业； 累计

确诊职业病 ４ 例， 均分布于制造业企业。 物理危害因素和粉

尘检测点超标率较高 （Ｐ＜０ ０５）， 噪声和矽尘主要分布于制造

业和采矿业 （Ｐ＜０ ０５）， 接触化学危害因素职工体检率较高

（Ｐ＜０ ０５）。 提示该区应加强制造业和采矿业噪声、 矽尘危害

防治， 加强接害特别是接触非化学危害因素职工健康监护，

扩大职业健康体检覆盖率。
关键词： 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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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新能源新材料、
电子机械、 纺织服装、 食品药品、 盐气化工等为产业

主体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现通过对万州区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资料的分析， 了解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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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及职业病危害现状，
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 “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系统” 中审核通过的重庆市万州区 ２７４ 家用

人单位的申报资料， 统计时间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２　 方法　 对申报数据中用人单位行业类型、 经济

类型、 企业规模、 接害人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

果、 接害职工职业健康体检覆盖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进

行企业行业分类， 依据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的规定调整的通知》 （国统字 ［２０１１］ ８６ 号） 进行

企业经济类型划分， 依据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 （２０１７） 》 （国统字 ［２０１７］ ２１３ 号） 进行企

业规模划分。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ＡＳ ９ ４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构成比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共有在册职工 （含
外委） ２８ ２３８ 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 （以
下简称为 “接害职工” ） １０ ３０８ 人， 占职工总数的

３６ ５０％； 其中接触粉尘４ ８３７人、 化学因素３ ７２３人、
物理因素６ ５９１人、 其他因素 １６７ 人； 累计确诊职业

病 ４ 例， 患病率 ０ ４‰。
２ ２　 用人单位特征分析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中接害劳

动者高度集中于制造业， 主要分布于中型和小型、 有

限责任公司。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特征

特征因素　 　 　 　 　 　 　
用人单位

［家（％）］
职工总数

［人（％）］
接害人数

［人（％）］
χ２值 Ｐ 值

行业分类 ６４１ ４６５ ５ ＜０ ０００ １
　 制造业 １６２ （５９ １２） ２１ ０９２ （７４ ６９） ８ １９５ （７９ ５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３ （１９ ３４） １ ０３３ （３ ６６） ５５９ （５ ４２）
　 采矿业 １６ （５ ８４） ５１４ （１ ８２） １８３ （１ ７８）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０ （７ ３） ６１７ （２ １８） １７７ （１ ７２）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 （４ ３８） ４ ２３７ （１５ ００） ８１５ （７ ９１）

　 其他行业ａ １１ （４ ０１） ７４５ （２ ６４） ３７９ （３ ６８）
经济类型 ３６４ ７８２ ５ ＜０ ０００ １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９ （４７ ０８） １２ ７３１ （４５ ０８） ４ ４０９ （４２ ７７）
　 私营企业 ６７ （２４ ４５） ２ ８７３ （１０ １７） ８６６ （８ ４０）
　 国有企业 ４６ （１６ ７９） ６ ４０２ （２２ ６７） ２ １１５ （２０ ５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３ ６５） ２ ６３１ （９ ３２） ９６９ （９ ４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９ （３ ２８） １ ８６３ （６ ６０） ８９５ （８ ６８）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６ （２ １９） ３９６ （１ ４０） ２９８ （２ ８９）

　 其他企业ｂ ７ （２ ５５） １ ３４２ （４ ７５） ７５６ （７ ３３）
企业规模 ８１０ ０６０ ９ ＜０ ０００ １
　 大型 ２２ （８ ０３） ７ ６６０ （２７ １３） ２ ７８５ （２７ ０２）
　 中型 ４０ （１４ ６０） １２ ０１８ （４２ ５６） ３ ４０８ （３３ ０６）
　 小型 １４２ （５１ ８２） ７ ５３１ （２６ ６７） ３ ５４７ （３４ ４１）
　 微型 ７０ （２５ ５５） １ ０２９ （３ ６４） ５６８ （５ ５１）
合计 ２７４ （１００ ００） ２８ ２３８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３０８ （１００ ００）

　 　 注： ａ， 含农林牧渔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ｂ， 含外资企业、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 （港
澳台资）、 内资企业、 集体企业、 其他企业。

２ ３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检测情况　 存在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

人数在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物理因素、 化学

因素、 其他因素） 分布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物理因素检测点超标率较高， 化学因素检

测点超标率较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２ ４　 噪声及矽尘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中 ２４９ 家存在噪声作业场所， 占

９０ ８８％， 噪声作业场所检测点超标率达 １３ ３５％；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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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超标率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大型和小型、 私营和有限

责任公司的制造业和采矿业，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６７ 家存在矽尘作业场所， 占 ２４ ４５％，
接触矽尘的劳动者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采矿业，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矽尘作业场所检测点超

标率达 １９ ２４％， 超标率较高的用人单位集中在大型

和中型企业。 详见表 ３。

表 ２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检测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用人单位

［家（％）］
接害人数

［人（％）］
检测单位数

［家（％）］
检测点数

（个）
超标点数

［个（％）］
物理因素 ２５６ （９３ ４３） ６ ５９１ （６３ ９４） ２５５ （９９ ６１） ２ ９２４ ３３９ （１１ ５９）
　 噪声 ２４９ （９０ ８８） ６ １２３ （５９ ４０） ２４９ （１００ ００） ２ ５１０ ３３５ （１３ ３５）
粉尘 ２０２ （７３ ７２） ４ ８３７ （４６ ９２） １９９ （９８ ５１） １ １５３ １１０ （９ ５４）
　 矽尘 ６７ （２４ ４５） ６８４ （６ ６４） ６７ （１００ ００） ３１７ 　 ６１ （１９ ２４）
　 煤尘 ２２ （８ ０３） ５９６ （５ ７８）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８９ ６ （６ ７４）
　 石棉尘 １３ （４ ７４） ６３ （０ ６１） １３ （１００ ００） ４１ ０
化学因素 １８１ （６６ ０６） ３ ７２３ （３６ １２） １７８ （９８ ３４） ２ ０６２ １１ （０ ５３）
　 铅ａ ５ （１ ８２） ２４４ （２ ３７） 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５４ ０
　 苯 １０５ （３８ ３２） ７４７ （７ ２５） １０５ （１００ ００） ３２５ １ （０ ３１）
其他因素ｂ １７ （６ ２０） １６７ （１ ６２） ７ （４１ １８） ８０ ０
χ２值 １７ ５６３ ５ ０ ０１０ ９ １９７ ２７０ ９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９９４ ６ ＜０ ０００ １

　 　 注： ａ， 指铅及其化合物 （不包括四乙基铅）； ｂ， 包括生物因素、 放射因素和其他因素。 企业同时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均单独计算； 劳

动者同时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均单独计算。

表 ３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噪声及矽尘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特征因素　 　 　 　
噪声 矽尘

用人单位［家（％）］ 接噪人数（％） 超标率（％）　 　 用人单位［家（％）］ 接噪人数（％） 超标率（％）

行业分类

　 制造业 １４６ （５８ ６３） ４ ６４２ （７５ ８１） １８ １３ （３０１ ／ １ ６６０） ５２ （７７ ６１） ５１５ （８１ ３６） １９ ７ （５３ ／ ２６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９ （１９ ６８） ３３３ （５ ４４） ０ ５０ （１ ／ １９９） ２ （２ ９９） ４ （０ ６３） ０
　 采矿业 １５ （６ ０２） １４４ （２ ３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 ９９） ７ （１０ ４５） ４９ （７ ７４） １７ ６５ （６ ／ ３４）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９ （７ ６３） １５３ （２ ５０） ２ ４４ （２ ／ ８２） ２ （２ ９９） ２ （０ ３２） ０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４ ０２） ５４２ （８ ８５） １ ５５ （６ ／ ３８６） ２ （２ ９９） ６２ （９ ７９） ３３ ３３ （２ ／ ６）
　 其他行业ａ １０ （４ ０２） ３０９ （５ ０５） １１ ９０ （１０ ／ ８４） ２ （２ ９９） １ （０ １６） ０
　 χ２值 １３３ ５７１ ９ ９５ ６５３ ６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８ｃ ０ ９４２ ４ｃ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 （４６ １８） ２ ５６７ （４１ ９２） １５ ４２ （１８５ ／ １ ２００） ４２ （６２ ６９） ４２０ （６６ ３５） １８ ５９ （３７ ／ １９９）
　 私营企业 ６３ （２５ ３０） ６６４ （１０ ８４） １６ ２２ （６７ ／ ４１３） １９ （２８ ３６） １１４ （１８ ０１） ２４ ００ （１８ ／ ７５）
　 国有企业 ４３ （１７ ２７） １ ５４２ （２５ １８） ６ ６３ （３４ ／ ５１３） ３ （４ ４８） ６６ （１０ ４３） １７ １４ （６ ／ ３５）
　 股份有限公司 ７ （２ ８１） ９６ （１ ５７） ５ ００ （５ ／ １００） １ （１ ４９） ４ （０ ６３） 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９ （３ ６１） ８２４ （１３ ４６） １３ ２５ （２０ ／ １５１） １ （１ ４９） １９ （３ ００） ０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５ （２ ０１） ９９ （１ ６２） １５ ６９ （８ ／ ５１） １ （１ ４９） １０ （１ ５８） ０
其他企业ｂ ７ （２ ８１） ３３１ （５ ４１） １９ ５１ （１６ ／ ８２） ０ ０ ０
χ２值 ７４ １７０ １ ２８ ９２１ ２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１７１ ８ｃ ０ ８４２ ９ｃ

企业规模

　 大型 ２１ （８ ４３） １ ６４４ （２６ ８５） ２１ ３１ （５２ ／ ２４４） １ （１ ４９） ４ （０ ６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中型 ３５ （１４ ０６） １ ５８６ （２５ ９０） ６ ８６ （５６ ／ ８１６） ７ （１０ ４５） １０９ （１７ ２２） ２７ ８７ （１７ ／ ６１）
　 小型 １３１ （５２ ６１） ２ ４４７ （３９ ９６） １７ ０７ （１９７ ／ １ １５４） ４２ （６２ ６９） ４２２ （６６ ６７） １５ １４ （２８ ／ １８５）
　 微型 ６２ （２４ ９０） ４４６ （７ ２８） １０ １４ （３０ ／ ２９６） １７ （２５ ３７） ９８ （１５ ４８） １９ １２ （１３ ／ ６８）
χ２值 １４６ ８４３ １ ４５ ９３４ ６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７８ ４ｃ ０ ０４５ ４ｃ

　 　 注： ａ、 ｂ， 同表 １。 ｃ， 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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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职业健康体检情况　 接触化学因素劳动者职业

健康体检率较高， 在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４。

表 ４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体检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用人单位 （家） 体检单位 （家） 体检覆盖率 （％） 接害人数 体检人数 体检覆盖率 （％）

物理因素 ２５６ ２３４ ９１ ４１ ６ ５９１ ４ ９５４ ７５ １６

　 噪声 ２４９ ２３４ ９３ ９８ ６ １２３ ４ ７６８ ７７ ８７

粉尘 ２０２ １９０ ９４ ０６ ４ ８３７ ３ ７４４ ７７ ４０

化学因素 １８１ １６３ ９０ ０６ ３ ７２３ ３ ０９４ ８３ １１

　 铅ａ ５ 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４４ ２４４ １００ ００

　 苯 １０５ ９４ ８９ ５２ ７４７ ７４７ １００ ００

其他因素ｂ １８ ４ ２２ ２２ １６７ ５７ ３４ １３
χ２值 ７ ７３７ ３ ４１ ０９８ ３

Ｐ 值 ０ ０５１ ８ ＜０ ０００ １

　 　 注： ａ、 ｂ， 同表 ２。 企业同时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均单独计算。 劳动者同时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均单独计算。

３　 讨　 论

万州区的多元化产业结构， 使其具有职业病危害

因素种类多、 危害范围广的特点。 加强对用人单位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是全面掌握万

州区职业病危害现状、 从源头控制职业病危害， 保护

劳动者职业安全和健康的重要举措。
本次分析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万州

区通过审核的存在职业病危害项目用人单位 ２７４ 家，
职业病危害因素集中于制造业， 主要分布于中型和小

型有限责任公司。 接触物理因素职业病危害劳动者最

多， 其中接触噪声者占 ９２ ９０％； 其次为粉尘， 其中

接触矽尘者占 １４ １４％。 ２７４ 家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矽

尘检测超标率达 １９ ２４％， 低于重庆市检测结果

（２５ ２％） ［１］， 但居万州区所检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首位。 噪声检测超标率达 １３ ３５％， 低于重庆市检

测结果 （２８ １４％） ［２］， 高于 ２０１９ 年重庆市涪陵区检

测结 果 （ １０ ６３％） ［３］； 化 学 因 素 检 测 超 标 率 为

０ ５３％， 与文献报道［４］的万州区工作场所化学因素检

查结果相比， 呈逐年下降趋势。 噪声检测超标率较高

的用人单位主要集中在大型和小型、 私营企业和有限

责任公司的制造业和采矿业； 矽尘作业场所检测超标

率较高的用人单位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采矿业， 产生

矽尘的主要原因多为高强度的机械振动， 如破碎等，
接触的主要工种多为机械操作工、 型砂工、 清砂工

等。 用人单位中接触化学因素职工体检率高于接触其

他危害因素职工体检率。 确诊职业病 ４ 例 （水泥尘

肺 ２ 例、 噪声聋 １ 例、 矽肺 １ 例）， 均在制造业 （水
泥制造业 ３ 例、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１ 例），

应为长期接触作业场所高强度噪声和高浓度粉尘

所致。
为做好万州区职业病防治工作， 应重点落实：

（１） 职业安全健康监管职责自 ２０１８ 年划归到卫生行

政部门， 亟须建立和完善职业卫生监管队伍， 配备充

足的监督管理执法人员， 强化人员培训， 不断提高队

伍监督管理和执法能力水平［５］。 （２） 卫生行政部门

应针对重点行业 （制造业）、 重点企业、 重点职业病

危害因素 （噪声和矽尘） 加强防控指导、 管理与监

督执法， 尤其是针对中、 小型有限责任公司制造业存

在的物理因素和粉尘进行重点防治。 （３） 噪声的防

治应重点关注大型和小型、 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的制造业和采矿业， 矽尘防治应重点关注制造业和采

矿业。 （４） 加强存在职业病危害项目企业接害劳动

者职业健康体检， 尤其是接触化学因素以外职业病危

害因素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 不断扩大职业健康体

检覆盖率。 （５） 职业健康促进是预防和控制职业病

的有效措施［６］， 企业应加强职业卫生相关培训和宣

传， 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意识， 促进职业健康行为的

建立［７］。 （６） 加强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贯彻力度，
强化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 不断提高企业依

法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和职业病防治的意识水

平， 确保企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质量［８］。 （７） 强

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 规范从业行为，
提高服务水平， 确保服务质量［９，１０］。

由于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对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工作认识不到位和责任感不足、 监管部门监督管理

欠缺等原因， 导致存在漏报和瞒报的现象， 因此实际

上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数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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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职工人数应超过本次统计的数据。 今后的工作中

应不断加以改进， 使数据更加真实、 准确。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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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晋城市新诊断职业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７ ｔｏ ２０２０

张云鹏１， 郭斐斐２， 晋超３

（１ 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晋城 ０４８０００； ２ 高平市人民医院； ３ 晋城大医院）

　 　 摘要： 收集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晋城市新诊断职业病病例的基

本信息，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其分布特征。 结果显

示，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新诊断职业病 ２６８ 例， 男性占 ９９ ７％， 尘

肺病例占 ９４ ４％， 发病年龄＞４５ ～ ５０ 岁最多， 发病工龄 ６ ～ １０
年最多， 地区分布以阳城县、 市内城区和高平市病例较多，
主要分布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提示尘肺病是本市职业病防

治工作的重点， 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关键词： 职业病； 煤工尘肺； 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２２）０５－０４４８－０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２ ０５ ０２０

近十年来， 职业健康和职业卫生问题越来越受到

政府部门和广大劳动者的重视， 我国职业病的发病数

量稳中有降。 职业病危害具有群体性及治愈困难等特

点， 对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极大负担， 已逐渐成为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１］。 为了解晋城市近年来职

业病的发病特点及人群分布， 现对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新

诊断职业病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 为本市职业病

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晋城市职业病诊断机构新

诊断职业病 ２６８ 例， 不包括晋期病例。

１ ２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晋城市唯一的职业

病诊断机构新诊断职业病病例的基本信息， 内容包

括性别、 发病年龄、 工种、 工龄、 工作单位、 地址、
行业类型、 诊断结果和日期。 职业性煤工尘肺依据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ＧＢＺ ７０—２０１５）、 职业性噪

声聋依据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ＧＢＺ ４９—２０１４）、
职业性中暑依据 《职业性中暑的诊断》 （ＧＢＺ ４１—
２０１９） 进行诊断。
１ ３　 统计分析 　 将所有病例信息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 结果以ｘ±ｓ 表示。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新诊断

职业病 ２６８ 例， 其中男 ２６７ 例 （ ９９ ６％）、 女 １ 例

（０ ４％）， 职业病种类包括职业性尘肺病 ２５３ 例

（９４ ４％）、 职业性噪声聋 １３ 例 （４ ９％）、 职业性中

暑 ２ 例 （０ ７％）。 ２５３ 例职业性尘肺病中煤工尘肺

２４９ 例， 期别为壹期 ２２６ 例、 贰期 １８ 例、 叁期 ５ 例；
电焊工尘肺 １ 例、 陶工尘肺 １ 例、 铝尘肺 １ 例、 其他

尘肺 １ 例， 期别均为壹期。 １３ 例噪声聋的分级为轻

度噪 声 聋 ８ 例 （ ６１ ５％）， 中 度 噪 声 聋 ５ 例

（３８ ５％）。 ２ 例职业性中暑， 均为热痉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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