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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相 关 疾 病

于永中

1　概念

工作相关疾病一词 (Work-Related Diseases , 简写WRD)是

在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召开的环境与健康专家会议

的报告中提出的 , 其后在一些有关的国际会议上陆续使用 ,

如 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第 29次世界保健会议上总事务长的报

告中认为:由已知的劳动环境中有害因素引起的疾病或引起

与之有关疾病均属于WRD 的范围。该报告把职业保健的评价

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 并把职业病和工作相关疾病的控制

和预防列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2000 年人人享有保健的任务。

1985年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会议上 , 又提出了与工作相

关疾病的综合技术报告 (NO.714), 报告中提出 , 职业病是工

作中有害因素与疾病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疾病;相对的 , 作业

环境和作业特点多因素引起的疾病属于工作相关疾病。 在该

报告中将劳动和劳动者的健康关系列为四个方面:(1)人劳

动/工作能力的适宜限度 , 抑制有害健康的因素 , 增进工作者

的身心健康;(2)职业性有害因素 (化学的 、 物理的 、 生物

的)的卫生标准与超过此限度引起的职业病;(3)多种因素

引起的疾病 , 如工作和环境以及工作的各种特性构成病因的

一部分;(4)由于工作条件不好(恶化)劳动者所患一般疾病

(常见病),如高血压 , 缺血性心脏病 ,胃十二指肠溃疡 , 肿瘤等。

而美国 NIO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列举了 10 种主要的 WRD 和损伤:第一类:职业性肺

部疾病 , 如矽肺 、 石棉肺 、 尘肺 、 职业性哮喘;第二类:骨

胳—肌肉损伤 (腰痛等);第三类:职业癌;第四类:外伤性

疾患;第五类:循环系统疾患 , 如高血压 、 缺血性心脏病及

其他心脏病 、 脑血管病等;第六类;生殖系统损害 , 如不孕 、

自然流产 、 畸形等;第七类:各种神经毒引起的疾病;第八

类:噪声性听力损伤;第九类:职业性皮肤病;第十类:心

理障碍 , 如神经的 、 情绪的 、 酒精中毒或药物依赖 、 睡眠障

碍 、 心身症等。

由上述可见 , 对工作相关疾病的概念并不一致 , 既包括

了职业性有害因素直接导致的特异性疾病 (即我国认为的某

些职业病), 也包括职业性有害因素可能导致的非特异性的疾

病 (即常见病)。

因此 , 凡是职业性有害因素或工作因素直接或间接地构

成该病病因之一的非特异性疾病 , 可被认为是 “工作相关疾

病” 。

2　WRD 与职业病或职业危害的关系

近些年来在职业卫生的研究中 , 逐渐发现一些职业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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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素/工作因素不仅能导致从业者发生特异的职业危害或职

业病 , 而且还能导致常见病/多发病的高发或加重病情。

无论是职业病或 “工作相关疾病” 其病因都与职业性危

害因素有关 (见图 1), 职业性危害因素包括化学的 、 粉尘的 、

物理的 、 生物的和不良工作因素。 由这些因素引起的特异的

职业危害并有可靠/较为可靠的诊断标准的 , 可为职业病。 我

国目前认定的只有 102 种。在 102 种职业病中 , 也有不属于特

异性职业危害疾病 , 如职业性哮喘 、 职业性白内障 、 8 种职业

性肿瘤等 , 但由于这些病与职业关系密切 , 并有明确或较为

明确的诊断原则与标准 , 故也被认定为职业病 (见图 1 左上部

分);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病症与职业危害因素有较为明确的关

系 , 但由于这些病症与非职业性多种因素有关 , 尚难加以鉴

别 , 如疲劳 、 肌肉-骨胳劳损 (或损伤)、 各种职业性综合

征 、 某些妇女病等等 , 在我国尚未列为职业病范围 , 但按照

WRD的概念则可认为是 “工作相关疾病” ;第三种情况是有些

常见病/多发病 , 如心脑血管疾病 、 消化系统疾病 、 肿瘤 、 妇

女病和各种综合征等 , 已发现与职业因素/工作因素有关 , 但

这种关系及其在各该种疾病发生 、 发展中的作用 (权重)还

不十分清楚 (或不确定), 故尚不能列为职业病范围 , 但它可

属于工作相关疾病。

图 1　职业病或 “工作相关疾病” 其病因

与职业性危害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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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 职业病与 “工作相关疾病” 都是职业危害的

表现 , 所不同的是构成该疾病的病因是单一的因素 , 还是多

因素 , 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 从职业卫生学观点可以说没有

本质上的不同。

3　拓宽职业卫生领域 , 重视开展 WRD研 、 防 、 治工作

职业卫生 、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目的不但在于有效的控制

与防止职业危害和职业病的发生 , 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健康和

工作能力 , 还要进一步研究 , 达到增进职业健康的目的 , 这

是职业卫生学和职防工作的发展趋势。

鉴于对传统的较为突出的职业危害或职业病已有长期的

深入研究 , 无论是在病因 、 发病条件 、 发病机理 、 预防措施

(包括卫生标准), 以及职业病的诊断与治疗均积累了丰富资

料和有明确结论 , 对这部分的职业危害或职业病 , 今后的防

治工作重点在于加强经常性的卫生监督/监测与管理 , 特别是

加强法制管理 , 使作业环境有害因素控制在卫生标准允许值

以下 , 职业病 、 职业危害必将得到有效的控制。应当指出 ,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 , 使得劳动环境职业卫

生条件和劳动方式 、 劳动力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职业危害的特点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 以往不太突出的职业

危害 , 如WRD逐渐突出 , 例如北京市 1991 ～ 1995 年间噪声性

语频听损平均年检出率为 2.2%, 占职业病检出率的第一位;

尘肺病检出率为 1.1%, 占第二位;职业中毒检出率为

0.08%, 占第三位。噪声性语频听损检出率高于中毒 12 倍之

多。

据 1989年德国对47 733例职业病赔偿的统计 , 皮肤病占第

一位 (35.0%), 第二位是噪声性听力损伤 (31.3%), 第三位

是尘肺及呼吸道疾病 (24.2%), 第四位是化学中毒 (5.3%),

第五位是其他 (4.2%)。

日本厚生省曾做过不同职业人群心 、 脑血管疾病死亡率

的调查比较 (见表 1), 结果表明与工种有密切关系 , 井下矿

工心脏病与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最高。

表 1　年龄标化心脑血管病死亡率 (1/10
5
)

职业别 心脏病 脑血管病

井 下 矿 工 125.5 131.1

农 林 牧 渔 63.4 52.7

专业技术人员 40.0 28.0

服 务 人 员 39.5 48.4

小　　　　贩 36.6 30.0

办 公室人员 34.7 26.2

交 通 运 输 28.7 27.0

　　瑞典的一份调查资料:肌肉-骨胳疾病 (损伤)占职业

病总数的 73%。国内湖北省 (鲍世汉)报道对1 373人的调查

结果患腰背痛者 55.4%。 Nage.A (1992)对印度纺织缝纫女工

的调查结果患有腰背痛者占 68%。

近年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

表明脑力劳动者高血压患病率为 18.4%, 显著高于轻体力劳

动者 (11.4%);冠心病患病率脑力劳动者为 15.4%, 显著高

于轻体力劳动者 (4.3%)。

显然 , 现代的职业危害的重点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已

往的那种严重的尘毒危害逐渐减少而与工作相关疾病逐渐增

多。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跟上 , 研究甚少。 为

适应现代职业的特点和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 , 应努力开展与

工作相关疾病的研究工作。

4　开展WRD研究工作的要点

(1)研究各种职业性危害因素 (工作因素)与非特异性

职业危害 (疾病)相关关系;

(2)关于WRD的诊断与疾病名单确立的研究;

(3)WRD的发生条件及发生机理的研究;

(4)WRD的预防措施的研究 (包括卫生标准);

(5)研究方法的探讨 (WRD 的病因是多因素的 , 如何在

多因素中肯定职业因素)。

5　结语

工作相关疾病 (WRD)是近些年形成并逐渐流行的新词

汇 , 但从其概念和工作内容看 , 也可以认为是传统的劳动卫

生学内容之一 , 只不过在以往的劳动卫生职业病学科中所处

的地位相对较低 , 不那样突出 , 研究面小 , 数量少且较肤浅 ,

社会需求也不是很迫切。而今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应用 ,

生产环境与劳动/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其职业危害形

式与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其变化特点之一就是对 “工作

相关疾病” 的提出或强调。 它对进一步拓宽 、 深入发展职业

卫生/职业医学的研究 、 预防 、 治疗 (治理)和职业保健方面

的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 是现代职业卫生/职业医学的发展趋

势 , 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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