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尘肺病人已发展到矽肺Ⅱ 、 Ⅲ期才获得诊断。卫生部对 15个

省市的 30个县区的乡镇企业职业病危害情况的调查显示 ,

83%的乡镇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 , 其中 60%的企业

没有配备任何防护设施 , 90%以上的粉尘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预测今后一个时期 , 乡镇企业的职业病

将要进入高发期 [ 7] 。相比之下 , 广西的情况似乎比上述调查

结果更严重些 , 因此职业病防治工作不容忽视 , 特别是对非

公有制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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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 以复合性国
际诊断交谈检查量表对全省 6个市 /县 13 358名 18 ～ 65岁城乡

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 , DSMⅢ -R标准诊断。结果显示 , 情感

障碍 、 焦虑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的 12 月患病率分别为

2.01%、 3.97%和 3.27%。无业 /待业人员 (3.88%)、 家务

劳动者 (3.46%)和下岗工人 (2.90%)为情感障碍患病率

高发人群 , 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的情感障碍患病率略低于

平均水平。家务劳动者 (11.24%)、 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

(4.83%)和无业 /待业人员 (4.47%)为焦虑障碍患病率最

高的职业;国家企事业负责人 (5.09%)、 生产工人 、 运输工

人和有关人员 (5.01%)和无业 /待业人员 (3.75%)为酒精

使用障碍患病高发的职业。

关键词:情感障碍;焦虑障碍;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职业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8)05-0325-03

为掌握辽宁省城乡不同职业居民情感障碍 、 焦虑障碍和

酒精使用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病水平和分布特征 , 2004年 11

月至 2005年 4月在省内 3市 3县开展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

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 将全省人口分为城

乡两层 , 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 3个城市 (沈阳 、 鞍山和

阜新市)与 3个县 (大洼 、 清原和彰武县), 每个市 /县随机

抽 4个区 /乡 , 每个区 /乡随机抽取 5个街道 /村 , 每个街道 /

村随机抽取 60户 , 每个市 /县共抽 1 200户。以户为调查单位 ,

每户 18岁以上常住人口为调查的目标人群 , 排除外出未归超

过一年者 , 如该户长期不在则由邻居户补齐。

1.2　调查工具和诊断标准

以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量表 1.0版 (CompositeInter-

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 CIDI1.0)为调查量表 [ 1] , 采用

WHO-CIDI1.0软件按 DSMⅢ -R标准作出 12个月患病诊断。

1.3　调查方法

由经过 2周培训且考试合格的 85名调查员完成 , 全部调

查员为 3市 3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医师。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EpiInfo6.04二次录入资料 , SPSS11.5软件计算各

种疾病的 12月患病率。按 2000年全国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各

种疾病的调整率 。根据国家职业分类与代码 (GB/T6565—

1999)将全部职业分为 10类 99种 [ 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包括行政办事人员及政工 、 保卫工作人员 , 邮电工作人员 ,

其他办事人员。家务劳动者为从事家庭劳动人员 , 如保姆 、

保洁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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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

2.1　一般情况

城乡拟调查 15 516人 , 实际调查 13 358人 , 调查率为

86.09%, 失访率 12.30%, 拒访率 1.61%。城市的调查率

(77.81%)明显低于农村居民 (93.06%)。

2.2　城乡之间人群情感障碍 、 焦虑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终生

患病率

城市人群的情感障碍 、 焦虑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终生患

病率分别为 4.08%、 6.25%和 4.68%。 而农村人群分别为

3.00%、 7.88%和 3.93%。 情感障碍城市高于农村 (OR=

1.54, 95%CI为 1.21 ～ 1.95)。

2.3　不同职业人群情感障碍 、 焦虑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 12

月患病率

由表 1可见 , 不同职业人群情感 、 焦虑和酒精使用障碍

的 12月患病率分别为 2.01%、 3.97%和 3.27%。情感障碍患

病率居前 3位职业为无业 /待业人员 (3.88%), 家务劳动者

(3.46%), 下岗工人 (2.90%);焦虑障碍患病率居前 3位职

业为 家 务 劳动 者 (11.24%), 农 、 林 、 牧 、 渔 劳动 者

(4.83%), 无业 /待业人员 (4.47%);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

居前 3位职业为国家企事业负责人 (5.09%), 生产工人 、 运

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5.01%), 无业 /待业人员 (3.75%)。

2.4　不同职业人群六种主要精神障碍 12月患病率

不同职业人群六种主要精神疾病患病率居前 3位的职业

分别为:重性抑郁为家务劳动者 (3.46%), 无业 /待业人员

(3.39%), 下岗工人 (2.28%);心境恶劣为离退休人员

(1.79%), 无业 /待业人员 (1.53%), 下岗工人 (1.39%);

场所恐怖患病率居前 2位的分别为家务劳动者 (3.76%)和

无业 /待业人员 (2.12%);特殊恐 怖症为家 务劳动者

(5.05%), 离退休人员 (3.11%), 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

(3.06%);酒精滥用患病率居前 2位的分别为生产工人 、 运

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2.04%), 国家企事业负责人 (1.92%);

酒精依赖为国家企事业负责人 (3.1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 (3.14%), 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2.97%)。

详见表 2。

表 1　不同职业情感障碍 、 焦虑障碍 、 酒精使用障碍 12月患病率

职业　　　 人群
　 　情感障碍　 　 　 　焦虑障碍　 　 　 酒精使用障碍　 　 　障碍合计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国家企事业负责人 257 0.39 0.45 0.78 0.66 5.06 5.09 5.84 5.75

专业技术人员 495 0.40 0.35 1.62 1.49 3.64 2.89 5.25 4.43

学生 335 0.30 0.05 0.90 0.16 0.60 1.65 1.49 1.81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21 1.81 1.64 1.81 1.89 4.52 3.50 7.69 6.67

商业 、 服务性工作人员 387 1.55 1.31 1.81 1.51 3.62 3.75 5.94 5.66

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 6 961 2.33 1.90 5.78 4.83 3.22 2.94 9.94 8.54

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1 436 1.46 1.19 2.65 2.41 5.50 5.01 8.43 7.66

无业 、 待业 、 失业人员 1 029 3.89 3.88 4.28 4.47 4.18 3.75 10.30 9.83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下岗工人 621 5.48 2.90 6.12 2.96 4.03 1.82 13.20 6.39

　个体劳动者 200 2.50 1.77 2.50 1.80 3.50 2.96 7.50 5.85

　离退休人员 1 187 2.44 2.09 3.45 3.71 2.02 1.08 7.08 6.62

　家务劳动者 192 3.12 3.46 11.46 11.24 0.52 0.31 13.02 12.81

　其他人员 37 2.70 1.25 2.70 2.89 2.70 1.25 8.11 5.38

合计 13 358 2.34 2.01 4.60 3.97 3.45 3.27 9.09 8.09

表 2　不同职业重性抑郁 、 心境恶劣 、 场所恐怖 、 特殊恐怖 、 酒精滥用 、 酒精依赖 12月患病率

职业　　　 人数
　 重性抑郁　 　 心境恶劣　 　 场所恐怖　 　 特殊恐怖　 　 酒精滥用　 　 酒精依赖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粗率 标化率

国家企事业负责人 25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9 0.22 1.56 1.92 3.50 3.17

专业技术人员 495 0.40 0.35 0.00 0.00 1.01 0.83 0.81 0.74 1.01 0.97 2.63 1.93

学生 335 0.30 0.05 0.30 0.05 0.30 0.05 0.60 0.10 0.60 1.65 0.00 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21 1.81 1.64 0.45 0.35 0.45 0.69 0.90 0.84 0.45 0.36 4.07 3.14

商业 、 服务性工作人员 387 1.29 1.03 0.78 0.68 0.78 0.60 1.29 1.02 1.03 0.97 2.58 2.78

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 6 961 1.77 1.46 1.05 0.84 1.68 1.40 3.59 3.06 1.31 1.21 1.91 1.74

生产工人 、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1 436 0.84 0.72 0.70 0.52 1.46 1.28 1.18 1.12 2.44 2.04 3.06 2.97

无业 、 待业 、 失业人员 1 029 3.40 3.39 1.36 1.53 1.94 2.12 2.24 2.00 1.07 0.91 3.11 2.84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下岗工人 621 4.67 2.28 2.25 1.39 2.58 1.06 2.42 1.02 2.25 0.85 1.77 0.97

　个体劳动者 200 2.00 1.45 1.00 0.76 1.50 1.12 1.50 1.12 0.50 0.33 3.00 2.63

　离退休人员 1 187 1.94 0.64 1.68 1.79 1.43 0.45 1.52 3.11 0.93 0.72 1.10 0.36

　家务劳动者 192 3.12 3.46 1.04 0.58 4.17 3.76 5.21 5.05 0.00 0.00 0.52 0.31

　其他人员 37 2.70 1.25 2.70 1.25 2.70 2.89 0.00 0.00 2.70 1.25 0.00 0.00

合计 13 358 1.83 1.57 1.06 0.89 1.59 1.36 2.62 2.28 1.35 1.27 2.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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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 , 职业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日益引起国内学者

的关注 [ 3] , 一些研究表明多种职业 、 社会和个性特征影响人

们的心理健康状态 [ 4] , 但国内还未见基于 DSM标准诊断的不

同职业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报道。

辽宁省居民各种精神疾病的 12月患病率为 8.09%, 大大

高于辽宁省 1982年 (0.45%)[ 5]和 1992年 (0.36%)[ 6]精神

疾病调查报告的患病水平 , 表明随着经济生活水平日益增长

及社会 、 工作压力逐渐增大 , 导致精神疾病患病率较之以前

有明显增高 , 这种增高在辽宁省城市居民身上反应更为明显 ,

凸现出精神疾病已经成为我省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无业 /待业

人员 (3.88%)和下岗工人 (2.90%)的情感障碍患病率明

显高于其他人群 , 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社会支持 、 消极应对方

式和家庭矛盾激化等因素可能是导致无业人员和下岗人员重

性抑郁和心境恶劣患病率高发的主要原因 [ 7, 8] 。离退休人员和

家务劳动者情感障碍多发可能是老年人躯体疾病较多 、 社会

交往贫乏 、 经济状况不佳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9] 。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的情感障碍患病率略低于平均水平 , 与其

较低的职业紧张度和竞争压力有关 [ 4] 。从事家务劳动的人群

焦虑患病率为 11.24%, 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 可能与其家庭 、

社会地位较低 , 社交范围狭窄 , 积累的矛盾缺乏解决途径有

关 , 同辽宁省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 [ 10] 。国家企事业负责人及

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的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最高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无业 /待业人员和商业 、 服务业性工作

人员的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也明显高于其他职业 , 呈现出

鲜明的职业特点 , 同这些职业较高的饮酒率 、 饮酒量和饮酒

年限有关 [ 10] 。

辽宁省居民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分布呈现明显的职业特征 ,

无业 、 下岗和离退休等缺乏社会保障与支持的人群情感障碍

与焦虑障碍高发 , 国家企事业负责人及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

和有关人员的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最高 , 应采取有针对性

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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