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5%, 工人不同身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6.49, P

<0.01);男 、 女职工回答问卷正确率分别为 89.7%和

94.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6, P>0.05)。

2.2　职业卫生知识获得渠道 、 途径及对职业卫生知识的需求

状况

此次调查发现, 参加单位组织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获得职

业卫生知识的 243人 , 占 71.5%;另有 21人、 47人 、32人分别通

过电视广播、宣传挂图及杂志、知识手册等多种渠道获取, 各占

5.6%, 13.9%, 8.6%。其中有 87人还需要结合本职岗位进行职

业卫生的培训 , 占 25.6%;有 94人需要定期接受健康体检 , 占

28.3%;83人在上岗前进行了健康体检 ,占 85%;74人需要定期

提供职业病防护用品等职业卫生服务 ,占 21.7%。

3　讨论

3.1　调查结果表明 , 该大型企业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总体知

晓率为 82.5%, 未达到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规划纲

要》 中所要求的 90%以上的标准要求 [ 1] , 与职业卫生监督及

服务管理要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

的掌握水平受到年龄 、 文化程度和来源身份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有关研究还表明 [ 2] , 高年龄段的工人对职业卫生知识的

回答正确率较高 , 与其受教育培训机会多 、 工作经验积累丰

富 、 个人职业防护意识增强有关。低文化程度制约了工人对

职业卫生知识的接受能力 , 尤其是农民工 , 工人的流动性大 ,

用工单位缺乏统一的培训约束机制和经费投入不足 , 导致农

民工的技能及职业防护培训较少 , 职业卫生知识缺乏 , 发生

职业危害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也提示我们工龄短 、 文化程度

低 、 流动性大的农民工应是今后职业卫生知识培训的重点 ,

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3.2　由于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 , 平均海拔为 3 500 m。受高

原地域环境的影响 , 青海企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及职业卫生要

求与平原地区企业工人有较大差别。在同等强度劳动时 , 高

原企业工人的能量需求比平原高 10% ～ 20%。高原环境下 ,

急性职业中毒死亡率最高的是一氧化碳中毒 , 为 16.7%, 这

可能与青海省的高原低氧环境有关 [ 3] 。 此外 , 高原地区气候

多变 , 寒冷 , 日温差大 , 机体极易患各种呼吸疾病 , 抵抗力

下降 , 必需补充能量食物并加强必要的体育锻炼。

3.3　加强企业职工卫生知识教育 , 提高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

工作技能。各种急慢性中毒事故的发生 , 多是由于职工安全

意识低下 , 职业防护意识淡漠 , 违章作业引起。因此 , 必须

加强对职工尤其是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的职业防护及职业卫生

法规知识的培训 , 使其掌握基本的职业危害防护技能 , 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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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诊断病例进行汇

总 , 分析我市职业病发病的现状和分布特点 , 提示职业病的

发病存在地区和行业及经济类型的差别 , 为制定本市职业病

防治策略 , 预防 、 控制职业病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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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了解我市职业病发病现状及特点 , 为制定本市

职业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 2006— 2008年无锡市

职业病病例的诊断情况进行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06— 2008年无锡地区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业病诊

断资料。

1.2　方法

对 2006— 2008年无锡地区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 《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 系统中尘肺病 、 职

业病报告卡及职业病有关的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 将整理

和统计分析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审查 、 核对 , 并按诊断结果 、

种类 、 用人单位性质 、 行业分布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 提出

对策建议和预警职业卫生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2　结果

2.1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新病例汇总情况

2006— 2008年无锡市各职业病诊断机构共诊断各类职业

病 504例。从各类职业病发病情况看 , 尘肺所占比例最高 ,

共报告 389例 , 占 77.2%, 职业中毒 47例 , 占 9.3%, 职业

性皮肤病 44例 , 占 8.7%, 主要以化学性皮肤灼伤为主。其

余依次为职业性眼病 (2.8%)、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1.2%)、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0.4%)、 职业性肿瘤

(0.4%),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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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 2008年各类职业病新病例汇总情况

年份 合计 尘肺
急性

中毒

慢性职

业中毒

物理因素

所致职业病

生物因素所

致职业病

职业性

皮肤病

职业性

眼病

职业性耳鼻喉

口腔疾病

职业性

肿瘤

其他

职业病

2006 159 116 7 7 0 0 23 5 1 0 0
2007 196 149 22 3 2 0 13 3 2 2 0

2008 149 124 5 3 0 0 8 6 3 0 0

合计 504 389 34 13 2 0 44 14 6 2 0

2.2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新病例按行业分类情况

按行业分类分析 , 2006— 2008年尘肺合计 389例 , 其中

主要行 业为建材 (71.0%)、 煤炭 (9.8%)、 地质矿产

(9.0%)、 机 械 (5.7%), 4 行 业尘 肺合计 371 例 , 占

95.4%。化学物有关职业病合计 107例 , 其中急性中毒 34例

(化工占 55.9%), 非急性中毒 79例 (化工 53.4%, 电子

28.2%)。物理因素有关职业病主要行业为机械 、 纺织等。见

表 2。

表 2　2006— 2008年各类职业病新病例按行业汇总情况

行业 合计 尘肺
化学物有关职业病

急性中毒 非急性中毒 合计

物理因素

有关职业病

煤炭 38 38 0 0 0 0

电力 1 0 1 0 1 0

冶金 5 1 2 2 4 0

有色金属 4 1 0 3 3 0

机械 30 22 3 2 5 3

电子 12 0 0 11 11 1

船舶 2 2 0 0 0 0

化工 59 1 19 39 58 0

医药 3 0 1 2 3 0

交通 2 2 0 0 0 0

建材 279 276 0 3 3 0
建设 5 4 0 0 0 1

地质矿产 35 35 0 0 0 0

水利 1 1 0 0 0 0

轻工 13 1 5 6 11 1

纺织 4 0 0 2 2 2

其他 11 5 3 3 6 0

合计 504 389 34 73 107 8

2.3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新病例按经济类型分类情况

按所属企业经济类型分析 ,尘肺病例主要经济类型为集体

经济(78.1%)、国有经济(14.9%)、私有经济(6.9%), 港澳台

经济 、外商经济没有尘肺病例。化学物有关职业病主要经济类

型为私有经济 (52.3%), 国有经济 (18.7%)、外商经济

(14.0%);其中急性中毒主要经济类型为私有经济(55.9%),

国有经济(26.5%),非急性中毒私有经济(50.7%), 外商经济

(16.4%), 国有经济(15.1%)。 物理因素有关职业病主要经

济类型为私有经济(37.5%)、外商经济(37.5%), 结果见表 3。

2.4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新病例按企业规模分类情况

由表 4可以看出 , 职业病病例数量与企业规模成反比。

2.5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新病例按地区分类情况

尘肺主要地区为县级市 (84.1%)、 城区 (12.9%);化

学物有关职业病为县级市 (73.8%)、 开发区 (9.3%)、 城

区 (8.4%)、 郊 区 (8.4%), 其中 急性 中毒 为县 级市

(61.8%)、 郊 区 (23.5%), 非 急 性 中 毒 为 县 级 市

(79.5%)、 开发区 (11.0%)、 城区 (8.2%)。 物理因素职

业病主要地区为县级市 (50.0%)、 开发区 (25.0%), 见

表 5。

表 3　2006— 2008年各类职业病新病例按经济类型分析

经济类型 合计 尘肺
化学物有关职业病

急性中毒 非急性中毒 合计

物理因素

有关职业病

公有经济 391 362 11 17 28 1

　国有经济 79 58 9 11 20 1

　集体经济 312 304 2 6 8 0

非公有经济 113 27 23 56 79 7

　私有经济 86 27 19 37 56 3

　港澳台经济 9 0 1 7 8 1

　外商经济 18 0 3 12 15 3

合计 504 389 34 73 107 8

表 4　2006— 2008年各类职业病新病例按企业规模汇总情况

企业规模 合计 尘肺
化学物有关职业病

急性中毒 非急性中毒 合计

物理因素

有关职业病

大　 15 　9 　2 4 　 6 0
中　 58 30 　7 15 22 6

小　 346 297 18 31 49 0

不详 85 53 　7 23 30 2

合计 504 389 34 73 107 8

表 5　2006— 2008年各类职业病新病例按地区汇总情况

地区 合计 尘肺
化学物有关职业病

急性中毒 非急性中毒 合计

物理因素

有关职业病

城区 60 50 3 6 9 1

郊区 22 12 8 1 9 1

开发区 12 0 2 8 10 2

县级市 410 327 21 58 79 4

合计 504 389　 34　 73　 107 　 8

3　讨论

无锡经济发达 , 各类企业众多 , 尤其是外资 、 私营 、 乡

镇企业分布广 、 数量多 、 种类杂 , 职业卫生工作面临严峻挑

战。在报告的各类新发职业病中 , 尘肺仍然是我市的主要职

业病 , 居首位 , 这与我国其他地区统计分析结果一致。从职

业病防治的角度看 , 为降低职业病的发病率应首先以尘肺病

的防治为重点 , 并着重在建材 、 煤炭 、 地质矿产 、 机械 4个

行业中进行 , 以集体经济 、 小型企业为主。 化学物有关职业

病的防治应将化工 、 电子行业作为重点行业 , 以私有经济 、

国有经济企业为主 , 同时应关注外商经济类型企业的非急性

中毒职业病的发生。

从职业病新病例所在地区分析 , 应把县级市作为重点防

治职业病地区 , 同时应关注郊区的急性中毒 、 开发区的非急

性中毒职业病的防治工作。这与各区经济类型企业分布特点

一致。根据 2007年无锡市职业危害状况调查分析的结果看 ,

全市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类的企业在市 (县)区分布不一 ,

危害企业主要集中在县级市 、 郊区和开发区 , 这与开发区工

业园区企业众多有关 , 而城区相对较少 。同时开发区以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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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主 , 且规模较大 , 以电子 、 精密机械及机电一体化 、

生物医药 、 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行业居多 , 其他各区企业多

以民营及私营经济企业为主 , 规模较小。

目前我市尚未建立明确 、 统一 、 系统的职业中毒医疗卫

生救治体系 , 缺乏区域性和企业的职业病防治规划 , 职业卫

生监管力量薄弱 , 基层疾控机构普遍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

员 , 这与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不相适应。只

要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根据不同地区

企业分布特点 , 制订科学有效的职业病防治方案 , 同时加大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力度和强调用人单位对职业病防治的责任 ,

提高工人自我防护意识 , 确保工人身体健康 , 就可有效降低

职业病的发病率。

　　收稿日期:2009-12-28;修回日期:20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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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为数据

源 ,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 , 对 2006— 2010年我国公开发表

的尘肺主题文献 , 从论文的年代分布 、 作者状况 、 主题内容

等方面进行分析 , 以期了解我国近 5年尘肺的研究情况和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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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尘肺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 , 当前作业场所接触职

业危害人数 、 职业病累积数量 、 职业病死亡和职业病新发患

者数 4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 1] 。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

对 2006— 2010年间我国公开发表有关尘肺的研究论文进行调

查分析 , 以明确我国尘肺研究的发展现状 、 研究范围 、 热点

与重点 、 研究队伍状况 , 从而为我国尘肺病预防与控制 、 尘

肺病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 2] 。

1　检索数据源及方法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为检索数据源 ,

以 “尘肺” 为关键词 , 出版年限定在 2006— 2010年 (检索时

间为 2010年 5月 2日 , 剔除误检及简讯等不符合要求的文

献), 检索出近 5年我国公开发表的尘肺研究文献共 462篇。

对所检出的结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主要分析项目包括:论

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 论文作者分析 、 论文主题内容分析。

2　结果

2.1　论文的时间分布

对论文的时间分布进行分析 , 有利于纵向把握我国尘肺

研究的发展脉络。由表 1可见 , 2006— 2010年间 , 我国尘肺

研究获得稳步发展 , 每年刊登论文的数量稳定在 100篇以上

(2010年只有前 3期 , 但按照比例来看 , 依然符合规律)。结

果表明 , 一方面是 21世纪以来 , 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步伐的

加快 , 尘肺病的危害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我国对尘肺病研

究越来越重视 , 尘肺病引起医疗卫生界的广泛关注 , 形成了

相对稳定和有一定规模的研究作者群。他们具有比较敏感的

学术视野 , 对尘肺病的研究探讨不断拓展 , 进入了稳定深入

的研究阶段。

表 1　论文年代分布

年代 篇数 %

2006 104 22.51

2007 113 24.46

2008 106 22.94

2009 118 25.54

2010 21 4.55

合计 462 100.00

2.2　论文期刊源分布

对论文的期刊源分布进行分析 , 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

核心期刊 , 以便对我国尘肺研究论文进行搜集 、 整理 , 同时

对于研究人员的稿件投向有着参考意义 , 为他们更迅速的发

表研究成果提供引导 。结果表明 , 462篇论文分布在 136种公

开出版的医学专业刊物上。载文量在 10篇以上的期刊共有 10

种。见表 2。 2006— 2010年间 , 这 10种刊物共发表我国尘肺

研究论文 246篇 , 占近 5年刊登论文总量的 53.25%。 这 10

种刊物可以看作是我国发表尘肺研究论文的核心刊物 , 是发

表我国尘肺研究论文的重要载体。 特别是前 4种刊物 《职业

与健康》 、 《中国职业医学》、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中华劳

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发表了我国尘肺研究论文达 165篇 , 为

发表尘肺研究论文的 “重中之重” , 是尘肺研究主题核心期刊

中的核心 , 在尘肺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学术导向作用。

表 2　论文的期刊源分布 (载文 10篇以上的期刊)

刊名 发文数量 刊名 发文数量

职业与健康 71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14

中国职业医学 42 现代预防医学 1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32 环境与职业医学 13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 职业卫生与伤病 11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19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10

2.3　论文作者所在的系统分布

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分成 5大系统进行统计 , 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 , 我国各级专业疾控机构 , 是我国尘肺病防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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