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有新发尘肺病的报告 , 主要分布在烟台 、 淄博 、 泰安 、 济

南和临沂 5个市 , 患者人数占全省新发病病例的 82.81%。除

核工业 、 森林工业 、 水利 、 航空航天 、 回收加工业等 5个行

业无报告外 , 其他 23个行业均有尘肺病报告 , 以煤炭 、 有色

金属 、 机械等行业患者最多 , 占新发尘肺病的 72.46%。尘肺

病的高发区 , 也是工矿企业集中区 , 特别是一些大型老企业 ,

由于设计不合理 , 职业病防护设施投入明显不足和滞后 , 治

理非常困难 , 存在严重的职业病危害隐患;中小企业生产工

艺较落后 , 缺乏职业卫生工作人员 , 加之从业人员文化水平

较低 , 对尘肺病防护知识不了解 , 缺少个人保护意识 。为此 ,

今后我省尘肺病的防治应突出重点 , 加强重点区域 、 重点行

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 从而有效的控制尘肺病的发生。 (3)新

发尘肺病以矽肺 、 煤工尘肺 、 铸工尘肺 、 石棉肺 、 电焊工尘

肺为主。 2006 ～ 2008年全省尘肺病的报告除云母尘肺 、 铝尘

肺外 , 包含了职业名单中的 11种尘肺 , 其中矽肺 、 煤工尘

肺 、 石棉肺 、 电焊工尘肺及铸工尘肺发病均有上升趋势。尤

以矽肺 、 煤工尘肺上升最为明显。 国有大型金矿 、 煤矿企业

及中小型机械 、 冶金 、 轻工 、 化工等企业应做为我省防治尘

肺病的重点监管对象 。

尘肺病仍是山东省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 , 国家对尘肺病

的预防和控制都非常重视 ,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各级

政府和国有企业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体系 [ 6] 。在此基础上 , 我省应紧密结合尘肺病的发

生规律和分布特点 , 抓住重点企业 、 重点行业 、 重点粉尘及

主要岗位等关键环节 , 制定防治策略 , 使尘肺病的发生得到

有效的控制 ,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 确保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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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 2007 ～ 2008年职业病报告发病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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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福玲 , 王洪林 , 贾媛
JIFu-ling, WANGHong-lin, JIAYuan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山东 青岛　266033)

　　摘要:利用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 ———职业卫

生专业产出表 , 从职业病病种构成 、 患者基本情况等方面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2007年至 2008年我市新发职业病

191例 , 比 2003年至 2005年增长了 49.22%, 病种涉及七大

类 29个病种。尘肺病中以石棉肺和矽肺为主;急 、 慢性职业

中毒中苯中毒占慢性职业中毒病例的比例最高。 从行业分布

来看 , 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纺织 、 化工 、 建材。 从企业性质来

看 , 国有经济企业职业病发病人数最多 , 其次是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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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年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以来 , 我市加强了

对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力度 ,

对降低职业病的发病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了解我市职

业病发病特点及动态趋势 , 把握职业病发病规律 , 同时为评

价职业病防治效果提供依据 , 现将我市 2007年至 2008年职

业病报告发病情况分析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7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青岛市职业病网络

直报系统的尘肺病报告卡和职业病报告卡 , 病例均为职业病

诊断机构———青岛市职业病防治院的确诊病例。

1.2　方法

利用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职业卫生专业

产出表 , 进行资料汇总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病病种构成

2007年至 2008年新发职业病病例 191例 , 涉及七大类 29

个病种。尘肺病 132例 (69.11%) 6个病种 , 其中以石棉肺

和矽肺为主 , 分别占尘肺病的 61.36%、 29.55%;急 、 慢性

职业中毒 25例 (13.09%)13个病种 , 其中苯中毒占慢性职

业中毒病例的 72.73%;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21 例

(10.99%), 以噪声聋为主 , 占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的

95.24%;职业性肿瘤 6例 (3.14%), 分别为苯所致白血病

和石棉所致肺癌;职业性皮肤病 5例 (2.62%), 分别为皮炎

4例和黑变病 1例;其他职业病 2例 (1.05%), 分别为职业

性哮喘和职业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各 1例。

2.2　各类职业病行业分布情况

191例职业病涉及 15个行业 , 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纺织 72

例 (37.70%)、 化 工 22 例 (11.52%)、 建 材 2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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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从单病种来看 , 尘肺病主要集中在纺织 、 建材和

有色金属行业;化工行业是各类职业病多发行业 , 职业中毒 、

尘肺病 、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职业性皮肤病均有报告。

2.3　各类职业病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发病情况

国有经济企业职业病发病人数最多 , 2007年 、 2008年分

别为 67 例 、 62 例 , 分别占当年发病总数的 71.28%和

63.92%。外商经济企 业职业病的发 病人数由 2007 年

(8.51%)的第三位上升到 2008年 (15.46%)的第二位。

2.4　各类职业病发病年龄分布情况

191例职业病患者中 , 男性 116例 , 女性 75例。尘肺病

患者发病年龄偏大 , ≥65岁占 46.97%,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

疾病患者 (以噪声聋为主)中 , 发病年龄在 25 ～ 44岁之间者

占 85.72%。尘肺病患者的开始接尘时间在 1963年以前的最

多 , 共 53例 , 占 40.15%, 1990年及以后最少 , 共 18例 , 占

13.63%;接尘工龄在 10年以上的 104例 , 占 78.79%, 不足

5年的仅 8例 , 占 6.06%。详见表 1、 2。

表 1　2007年至 2008年青岛市各类新发职业病患者诊断年龄分布情况 例 (%)

发病年龄 (岁) 尘肺病 职业中毒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肿瘤 其他职业病

15～ 　 0 　4 (16.00) 　 0 　　　0 　　2 (33.33) 　　 0

25～ 　 2 (1.51) 　5 (20.00) 　 2 (40.00) 　　　9 (42.86) 　　0 　　 0

35～ 　 13 (9.85) 　7 (28.00) 　 1 (20.00) 　　　9 (42.86) 　　0 　　 1 (50.00)
45～ 　 25 (18.94) 　6 (24.00) 　 2 (20.00) 　　　0 　　4 (66.67) 　　 0 (0)
55～ 　 21 (15.91) 　1 (4.00) 　 0 　　　2 (9.52) 　　0 　　 0

60～ 　 9 (6.82) 　2 (8.00) 　 0 　　　1 (4.76) 　　0 　　 1 (50.00)
≥ 65 　 62 (46.97) 　0 　 0 　　　0 　　0 　　 0

合计 　 132 　25 　 5 　　　21 　　6 　　 2

表 2　2007年至 2008年青岛市新发尘肺病患者

开始接尘时间及工龄

时间 合计 (例)构成比 (%) Ⅰ期 Ⅱ期 Ⅲ期

开始接尘

　1963年以前 53 40.15 43 10 0

　1964～ 1969年 20 15.15 17 3 0

　1970～ 1976年 19 14.40 18 1 0

　1977～ 1989年 22 16.67 20 2 0

　1990年及以后 18 13.63 9 8 1

合计 132 100.00
接尘工龄
　<5年 8 6.06 6 2 0

　5～ 9年 20 15.15 13 6 1

　10～ 19年 23 17.43 18 5 0

　20～ 29年 56 42.42 48 8 0

　≥ 30年 25 18.94 22 3 0

合计 132 100.00

3　讨论

2007年至 2008年青岛市新发职业病 191例 , 较任瑞美

等 [ 1]报道的 2003年至 2005年 (128例)增长 49.22%。分析

增长原因 , 主要在于尘肺病大幅上升 , 比 2003年至 2005年

(65例)翻了一番还多 , 表 2显示 , 40.15%尘肺病患者接尘

时间在 1963年以前 , 仅 13.63%的患者接尘时间在 1990年及

以后。尘肺病比例上升主要原因仍然是由于以前陈旧生产工

艺环境条件下 , 防护措施不力造成的 [ 1] 。据不完全统计 , 我

市上世纪 80年代以前石棉厂的石棉尘作业工人达上千人 , 石

棉肺发病工龄平均为 22.07年 [ 2] , 这部分工人已陆续进入发

病年龄 , 今后一段时间 , 石棉肺还将是我市尘肺病的首要病

种。另外 , 近几年电焊工尘肺的比例在上升 , 已成为继石棉

肺 、 矽肺之后第三大尘肺病病种 , 这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报道

类似 [ 3] , 应引起警惕。从行业分布来看 , 有职业病发病报告

的 15个行业中 , 除了电子和建设行业外 , 其他 13个行业均有

尘肺病的发病报告 , 因此 , 尘肺病仍是今后职业病防治重点。

我市地处沿海 , 有较好的外商经济投资环境 , 外资企业

数量不断上升 ,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 也使职业病防治任

务面临挑战。近两年外商经济类型企业的职业病发病数呈上

升趋势 , 已居第二位 (占 12.04%), 有必要对外资企业加强

职业卫生监管 , 大力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提高其守法的自觉性 , 降低职业病发病 , 维护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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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52页)
骨折多发生于老年人 , 骨折部位以 4 ～ 7肋骨多见 , 因其

较长且前端与胸骨 、 后端与脊柱相连 , 长而且固定 , 受外力
后易骨折;8 ～ 10肋骨虽较长 , 但前端与胸骨连成肋弓 , 较有

弹性 , 不易骨折。本文 20例肋骨骨折均为 5 ～ 7肋。股骨则
以股骨颈 、 股骨转子间多见 , 与此处骨质疏松 、 受力大 、 韧
带 、 肌肉退化 , 摔倒后无体位性保护有关。本文 8例股骨骨

折者均为高龄肝硬化患者 , 大量腹水活动不便 , 摔倒 、 绊倒 ,
高龄肝硬化 , 钙缺乏 , 骨质疏松 , 骨愈合慢 , 预后差。

为预防骨折发生 , 首先需戒酒 , 积极治疗肝硬化 , 补充

高钙食物 , 增加户外活动 , 尤其晒日光浴等。活动时注意安
全 , 以免发生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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