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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3 年深圳市西乡街道

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
谌阿璟，钟六珍，朱岸平

(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预防保健所，广东 深圳 518000)

为掌握本辖区职业病发病情况和特征，探索职业病危害

的干预方法，对辖区 2001—2003 年职业病发病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按照全国统一的职业病中毒和职业病报告卡对 2001—
2013 年间深圳市西乡街道职业病患者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并

采用 Excel2003 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2 结果

2. 1 职业病发病概况

2001—2013 年本辖区共确诊职业病病例 64 例，以 2008
年和 2010 年发病人数最多，分别达到 12 例和 14 例，占病例

总数的 15. 1%和 19. 2%。详见表 1。
表 1 2001—2013 年深圳西乡街道职业病发病情况

年份 例数 年份 例数 年份 例数

2001 2
2002 0
2003 4
2004 1
2005 7

2006 6
2007 5
2008 12
2009 4
2010 14

2011 2
2012 3
2013 4
合计 64

2. 2 职业病患者性别年龄分布

在此期间，本辖区职业病病人的发病年龄为 16 ～ 56 岁，

平均 30. 6 岁， ＜ 50 岁者占 96. 9%。男性 41 例、女性 23 例。

2. 3 职业病种类分布

本辖区内职业病种类涉及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毒 ( 三

氯乙烯、正己烷、苯、甲醇、氯气、职业中毒性肝病) 、职业

性皮肤病 ( 化学性皮肤灼伤) 、职业性眼病 ( 化学性眼部灼

伤)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噪声聋) 、职业性肿瘤 ( 苯所

致白血病) 等 6 大类 11 种。其中以职业性化学中毒发病人数

最多 ( 34 例，占 53. 1% ) ; 其 次 为 尘 肺 病，共 14 例，占

21. 9% ; 其余为苯中毒致白血病 5 例，噪声聋 5 例，化学性

皮肤灼伤和眼灼伤分别为 5 例、1 例。职业性化学中毒以三氯

乙烯、正己烷中毒为主，分别是 15 例和 11 例，2008 年以后

与苯相关的职业病有上升趋势。死亡病例中有 3 例为三氯乙

烯中毒、2 例尘肺病、1 例苯所致白血病。
2. 4 职业病的行业分布

2001—2013 年间本辖区职业病累计发病例数最高的是电

子行业，共 27 例，占 42. 19%，其次为电镀、五金、塑胶行

业。死亡病例中电子行业 4 例、五金行业 2 例。三氯乙烯中

毒分布在电子、五金、电镀行业。正己烷中毒多集中在电子

行业，尘肺病发病以建材、五金行业为主。
3 讨论

2001—2013 年辖区内职业病以三氯乙烯、正己烷为主的

职业性化学中毒居首，这与本辖区产业结构的自身特点有关，

与全国其他传统工业区工业结构存在差异性。
职业性化学中毒比较突出的是三氯乙烯、正己烷中毒。

由于电子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一旦通风不畅极容易导致群

体性中毒。2010 年辖区一家电子厂的空调车间，有 9 人同时

诊断为正己烷中毒。三氯乙烯中毒是辖区内死亡比例最高的

职业病危害，死亡病例占总死亡人数的 50%。2008 年以后与

苯相关的职业中毒有上升趋势，应引起充分关注。
综上分析，在辖区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应加大监督管理

力度，尤其是加强对三氯乙烯、正己烷、苯、粉尘等重点职

业病危害因素和电子、五金、电镀等重点行业的监管及监测，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职业病防治部门的监管机制，消除

职能交叉引发的问题，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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