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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
一

a6 一 19 8 8年我国职业病发病情况

全国职 业病防治 中心职 业病报告组

提 要 根据 19 68 一 1 9 88年金国职业病报告资料
,

我国每年约有 30 0 00 职业病新病例发生
,

其中约半数为尘

肺病
,

而且多数是煤工尘肺
。

这说明尘肺仍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
,

主要发生在煤炭
、

冶金
、

机械和建筑行业
。

3年间每年约有 5 00 。左右慢性和急性职业中毒病例发生
,

铅
、

锰
、

汞等重金属以及苯
、

T N T是慢性职业中毒的主

要原因
,
一氧化碳

、

有机磷
、

氯气和二氧化硫是急性职业中毒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新发病例 尘肺 煤工尘肺 职业中毒

职业病发病情况是国家卫生统计的重要资

料
。

它客观地反映了工业卫生
、

健康和管理水

平
,

不仅为制订劳动卫生保护法规提供科学依

据
,

也是劳动保护和职业医学科研部门确定防

治方向和重点的参考资料
。

本文对 1 9另6一 1 98 8

年我国职业病发病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

目的是

提供我国当前职业病发病概况
,

对主要职业病

的病种分布及行业分布特征作以分析
。

况
。

但必须指出
,

目前职业病报告工作还存在

许多薄弱环节
,

其中漏报和误报问题仍相当严

重
。

不仅职业中毒和其它职 业病等有严重漏报

现象
,

就是被认为管理工作较好的尘肺病报告

也存在较严重的漏报问题
。

因此
,

有理由认为

文 中的职业病发病数字较实际数字可能要低
。

结 果

资朴来源及评价

本文资料系根据 2 9 5 6年
、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

全国职业病报告年度汇总数字修改而得
。

由于

年报汇总分析后个别省 (直辖市
、

自治区 ) 更

改了误报数字
,

因此本文对这些数字饵作了相

应改动
,

以反映实际情况
。

故某些数字与卫生

部下发文件略有不同
。

职业病报表中包括生产工人健康检查年报

表
,

其 中设有接触粉尘和毒物的工人数及当年

体检人数等项 目
。

但由于收集上报这些资料的

困难较大
,

每年按时上报的省较少
,

难 以对这

方面的数字进行分析和评价
。

因此
,

本文仅就

职业病发病病例数
、

职业病病种及其主要行业

及区域分布作以分析
,

不能估算患病率或发病

率等指标
。

自1 9 84 年我国恢复职业病报告制度 以来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职业病报告 (职报 ) 网
`

络已

经形成
,

各级职报人员已相对稳定
,

从而使职

报质量逐年有所提高
。

特别是近三年来加强管

理
,

认真核对
,

使上报数字的严肃性
、

代表性

均有增强
,

能反映出我国当前职业病的发病情

1 9 8 6一 1 9 8 8年全国报告职业病发病例数及

病种分布见表 1
。

表 1 19 86 ~ 19 8 8年全国报告发生的

职业病病例数及病种分布

疾病种类
19 8 6年

例数 %

1 9 8 7年
例数 %

19 8 8年
例数 %

15 96 2 5 0

1 0 70

3 0 7 0

2 0 60

8 5 6 4 2 7

15 5 4 0 6 1
.

6 1日7 0 9 5 5
.

1 4 1 3 4
.

7 1 1 8屯 4
.

2 97 4 9
.

9 2 7 7居 9
.

1 8 1 6 6
.

0 1 5 8么 5
.

7 1份2 2 3
.

9 5 5 1之 1 9
.

4 8 0 1
.

6 4 0 9 1
.

5 11 1
.

7 3 3 4 1
.

6 8 0
.

2 2 2 一

1 4 9 0
.

5 7 7 7 2
.

。dl山八.口a乃̀ōh介白的0月1

尘 肺

职业性皮肤病

慢性中毒

急性 中毒

电光性眼 炎

职业性白内障

职业性耳聋

振 动 病

其 它 * *

合 计 3 1 6 53 10 0 3 0 1峨3 1 0 0 2 8 3 5 7 10 0

1 9 86年 为 26 省资料
,

缺陕西
、

新疆
、

西藏 , 1 9 8 7年

为 2 8省资料
,

缺西藏 , 19 8 8年为 2 9省 资料
,

包括海

南省
,

缺西藏
。

. *
其它疾病包 括

:

热射病
,

热痉挛
,

日射病
,

潜涵

病
,

放射病
,

职业性森林脑炎
,

煤矿工人 滑囊炎 ,

职业性布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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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年的报告数字中看出
,

每年新发生

各类职业病约 3 0 00 。左右
,

前四位的分别是尘

肺
、

电光性眼炎
、

慢性和急性职 业中毒
。

尘肺在历年报告中均居首位
,

所 占年发病

总数的比重由 1 9 86 年的5 0
.

4% 上升到 1 9 8 8年的

5 5
.

4 %
。

仅据此
,

尘肺病人每年增加 1
.

5万新

病例
,

其中主要是矽肺和煤工尘肺
。

在行业分布

上
,

尘肺主要发生在煤炭
、

冶金
、

机械
、

城建

等行业 (见表 2 )
。

根据近三年的报告
,

我国

接触粉尘作业工人约 5 00 万
,

而平均每年接受

职业性体检人数仅占加%左右
。

表2 尘肺病例的行业分布

行 业
1 9名 C年 1 98 8年
例数 %

1 98 7年
例数 % 例数 %

煤 炭

冶 金

机 械

城 建

铁 道

地 质

有色金属

其 它

6 6 14 4 1
.

2 2 4 7 14
.

1 1 70 7
.

1 0 0 6 6

5 5 7 3

寸4 7 2

2 6 3 1

3 G66 2 3

6 94 9 4 4
.

2 2 3 7 14
.

1 14 7 7
-

1 习8 6 7
.

3 90 2
.

4 9 9 3
.

1 3连 0

3 0导8 19
_

7 3 91 4 7 ;

1 CO g 1 2
.

9 6 9 6
.

1 12 7 7
.

1

1 3 4 9 8
.

6 7

2 2 6 1
.

4

2 8 5 1
.

8

2 4 5 3 15

合 卞1 15 9 6 2 5 1 5 4 0 王5 7 0 9

由表 1 可以看到
,

近三年来急慢性职业中

毒病例虽有所减少
,

但每年仍波动在 5 0 0 0 左

右
。

慢性中毒主要病种仍是铅
、

苯和三硝基甲

苯等最常见的毒物中毒 (表 3 )
。

主要发生在

轻工
、

化工
、

机械
、

冶金
、

有色金属等工业系

统
。

急性 中毒主要是一氧化碳
、

有机磷
、

氯
、
气

,

其次是硫化氢
、

苯的氨基和硝基化 合 物

等
。

三年间因急性中毒引起死亡病例数分别为

98 例
、

工20 例和1 53 例
。

其中主要是发生在冶金

和煤炭行业的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

其次为急性

硫化氢中毒
。

表 4 为近三年报告的职业病总发病例数情

况 (居前十位的省市 )
。

表中可见
,

尘肺病例

主要发生在矿山企业较多的地方
,

如湖南
、

黑

龙江
、

山西
、

辽宁
、

四川等省
。

另外北京
、

上海

职业病报告工作基础好
,

漏报少
,

加之病例数

窦 3 慢性和急性职业中毒病种分布

1 9 86年 1 9 8 7年 1 9 8 8年

慢性中毒 3 0 7 2 2 9 74 2 7 7 8

其中 铅 1 3 6 5 1 4 95 1 4 1 6

苯 5 6 3 6 4 4 5 56

T N T 4忍3 3 1 7 1 75

锰 1 73 14 1 1 46

汞 1 3 0 6 5 8 3

急性 中毒 2 0 62 1 8 1 6 1 5 82

其中 一氧化碳 5 9 9 2 9 8 4 6 6

有 机 磷 52 3 5 1 7 3 15

叙 气
`

1 4G 1 4 7 1 13

硫 化 氢 4 9 9 9 8 6

苯 胺 5马 4 7 1 20

中包括了大部分省市都没有报告的电 光 性 眼

炎
,

故总病例居于前位
。

讨 论

在很长的时间里尘肺曾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职业病
,

受到广泛的重视
。

随着对尘肺病认识

的加深
,

发达国家对尘肺的预防取 得 一 定 进

展
,

尘肺病例大幅度减少
。

如 日本在加强防尘降

尘措施 和健康监督后
, 1 9 8 1年起尘肺病例已开

始减少
` , 。

我国 5。年代工业发展较快
,

但劳动

保护措施落后
,

致使 60 年代有大量尘肺病人出

现
,

形成了很大的基数
。

仅据近三年的报告
,

每年又有 1 5办0 0新病例增加
。

在 50 年代和60 年

代
,

尘肺合并结核是尘肺病人的主 要 死 亡 原

因
。

虽尘肺结核的并发率在逐渐降低
,

但尘肺

仍是最严重地致劳动能力丧失和影响工人生存

寿命的疾病
。

因此尘肺的防治理所当然地成为

我国劳动卫生工作中第一重要的问题
。

要切实

加强防尘降尘措施
,

改革生产方式
,

减少粉尘

危害
。

特别是矿山开采行业和煤矿开采业
,

更

应加强防尘降尘工作
。

铅
、

苯
、

T N T 等系古老的工业毒物
,

也是

我们长期以来防毒的重点
,

但目前在我国仍是

引起慢性中毒的主要毒物
。

其中慢性铅中毒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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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198右一 1 38 6年部分省市职业病发病情况

1 9 8 6年 1 9 8 7年

地 区 其 中 其 中

1 9 8 8年

其 中

总例数 尘 肺 中 毒 总例数 尘 肺 中 毒 总例数 尘 肺 中 毒

一舒n甘nJ介口,二
J会一盛艘ù匕月谧0山n

一月̀ó七RùO目00八O托D工n户C找U工勺no
曰.上月卫ù.一

宁

龙 江

4 48 3 2 6 8 7 87 5

3 7 3 5 41 6 8

3 50 5 1 2 6 8 6 1 7

2 9 30 2 6 0 8 1 4 4

2 4 2 1 2 26 2 58

2 0 1 7 1 19 9 3 96

1 8 1 8 1 4 9 3 1 8 7

1 7 6 0 1 2 7 0 2 6 9

1 1 7 4 6 2 0 1 9 7

1 1 4 8 2 0 7 1 3 0

1 7 7 0 6 4 3

2 6 8 9 6 Q8

2 8 9导 2 18 2

1 8 11 1 6 97

1 70 3 1 3 7

2 5 6 2 1 2石8

2 1 7 9 l a 73

1 Q1 5 61 8

7 4 9 6 8 7

1 5 0 1 2 8 0

86躺貂28304030723821
nJ00,J,1,目1占,土n自

95742059758154507831194600233
óbn甘t土Oé。“ù丫八éno。Ji

八甘OUI几O口OOd。d人D竹了勺U20山曰O
,11几221
J
l京南

西海川林

湖北辽黑上四山古

北东河广

年均发生 1 3 0 0一 1 5 0 0例
,

苯中毒在 60 。 例左

右
。

而 日本 1 9 74 ~ 1 9 8 6年的12 年间慢性铅中毒

仅 2 2例
L的 。

另一方面
,

近年来国外对有机溶剂

中毒进行了大量研究
,

已成为中毒 的 主 要 病

因 , 3〕 。

在我国除了苯中毒外
,

对大多 数 有 机

溶剂中毒缺乏研究
,

因而也不能够及时地诊断

发现病人
。

今后在预防慢性职业中毒方面重点

应放在铅
、

苯
、

T N T 中毒上
,

同时还应加强对各

种有机溶剂中毒的研究工作
。

电光性眼炎在近三年的报告中都居 第 二

位
。

应该指出
,

许多省市漏报电光性眼炎的现

象严重
。

电光性眼炎是非常容易预防的
,

但发

病人数仍如此之多
,
说明缺乏基本劳动保护教

育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加强工人个人劳动安全

卫生教育是职业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另

外
,

我国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主要着眼

点仍是常见的特定职业病
,

即工作环境 中接触

的有毒有害物质作为病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
。

这无疑是符合我国当前医学功能和卫生服务的

实际情况
。

但在人类医学进入到生物一心理一

社会医学的模式时
,

职业医学还包括一个重要

的内容
,

即工作有关疾病
。

这类疾病发生于工

作人群中
,

工作环境和操作的作用对发病关系

相当明显
,

但在不同疾病的发病中作用程度不

同
。

它不同于特定职业病
,

除工人外也侵犯普

通人群
。

这类疾病包括所谓职业性多发病和行

为及身心疾病
。

我们应将对这类疾病进行的研

究作为职业医学的一项主要内容
。

还应该指出
,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

由于其资金有限
,

缺乏必备的劳动保护措施
,

职业危害十分严重
,

因此我国职业医学又面临

一个新的挑战
。

当前乡镇企业普遍缺乏劳动卫

生和职业卫生健康管理
,

不可能进行职业病报

告工作
,
故上述的职业病数字中未包括乡镇企

业的病例
。

(李德鸿 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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