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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

统对 ２０１５ 年无锡地区所有具备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

的有毒有害因素作业工人健康检查卡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显

示， ２０１５ 年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新区、 江阴、
宜兴等地， 锡山区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总检出率最高

（２ ７５％）； 健康检查重点行业为制造业， 总检出率较高的行

业为建筑业 （５ ７１％） 和制造业 （０ ７９％）； 经济类型以外商

经济企业和私有经济企业为主； 私有经济企业最多， 且总检

出率最高 （０ ６２％）； 主要危害因素以噪声、 粉尘、 甲苯、 高

温、 苯等为主， 接触噪声、 矽尘、 铅及其化合物作业人员疑

似职业病、 职业禁忌证检出率较高。 噪声、 粉尘、 苯系物、
铅等是本市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相关部门应对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加强监督管理， 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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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２０１５ 年无锡市所有具备职业健康检查资质体检机构的

作业工人健康检查资料进行分析， 为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作提供

数据支持， 对本市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可能出现的职业

健康风险提供预警信息并提出相应的职业病防治对策建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健康检查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中 “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包括辖区内各级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的健康检查网络直报资料。
１ ２　 方法

对 ２０１５ 年无锡地区所有具备职业健康检查资质体检机构

的有毒有害因素作业工人健康检查卡进行审核、 整理， 采用

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 所有资料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

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健康检查概况

２０１５ 年共对 １ ３８６ 家企业 ２０９ ７３３ 人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检出疑似职业病 ３３８ 人， 检出率为 ０ １６％；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１ ２９８人， 检出率为 ０ ６２％。
２ ２　 地区分布情况

无锡地区职业健康检查企业主要分布于新区、 江阴、 宜

兴、 锡山区。 新区的体检企业数和人数最多， 为 ３６４ 家企业、
１２４ ９１７人； 锡山区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总检出率最高

（以下简称 “总检出率” ）， 为 ２ ７５％。 见表 １。
表 １　 检查企业地区分布情况

地区 企业数 实检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总检出率

（％）

新区　 ３６４ １２４ ９１７ ２２５ ７４６ ０ ７８
江阴市 ３５３ ４０ ４９７ １９ １３２ ０ ３７
宜兴市 １８３ １０ ６３５ ６ ７４ ０ ７５
锡山区 １６７ １２ ０４３ ５０ ２８１ ２ ７５
滨湖区 １５８ ８ ８３６ ７ ４５ ０ ５９
惠山区 １１３ ９ ５１４ ３０ ９ ０ ４１
南长区 １９ ２ ７８３ １ ７ ０ ２９
北塘区 １７ ３６８ ０ ２ ０ ５４
崇安区 １２ １４０ ０ ２ １ ４３

２ ３　 行业分布情况

按企业所属行业分析，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企业主要分布在

制造业 （１ ２７２ 家）、 体检人数最多 （１９７ ０９６ 人）； 总检出率较

高的行业为建筑业 （５ ７１％） 和制造业 （０ ７９％）。 见表 ２。
表 ２　 检查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企业数 实检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总检出率

（％）

制造 １ ２７２ １９７ ０９６ ２９８ １ ２５７ ０ ７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１８ ５ ２２２ ３０ ８ ０ ７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 ９ ２ ２５３ ０ ０ ０ ０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１９ １ ８１９ ８ ２ ０ ５５
批发和零售 ３１ １ ２６８ ０ ０ ０ ０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１２ ７３４ ０ ３ ０ ４１
建筑 ８ ５０８ ２ ２７ ５ ７１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 ８ １９７ ０ １ ０ ５１
采矿 ４ １０５ ０ ０ ０ ００

２ ４　 企业经济类型情况

按企业所属经济类型分析， 体检人数最多的为外商经济

企业； 企业数最多的为私有经济企业， 且总检出率最高

（０ ６２％）； 外商经济和集体经济检出率较低。 见表 ３。
表 ３　 检查企业经济类型情况

经济类型 企业数 实检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总检出率

（％）

外商经济 ３１３ １２９ ３１７ ２３９ １２３ ０ ２８
私有经济 ９３２ ５１ １０８ ５７ ２６１ ０ ６２
港澳台经济 ７０ １４ ０１８ ６ ５４ ０ ４３
国有经济 ４７ １１ ３９４ ３６ １５ ０ ４５
集体经济 ２５ ３ ５４４ ０ ０ 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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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体检人员中接触化学毒物占 ４４ ３１％、 物理因素占 ３２ ５３％、 粉

尘占 ２０ ２４％， 物理因素的总检出率最高 （１ ９４％）。
２ ５ １　 接触化学毒物人员情况 　 体检 ９０ ６６４ 人， 检出疑似

职业病 ３５ 人、 职业禁忌证 ２３８ 人， 总检出率为 ０ ３０％； 按化

学毒物实检人数进行排序， 依次为甲苯、 苯、 二甲苯、 铅及

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的检出率最高 （２ ２６％）； 一氧化

碳、 汽油、 有机氟、 氨的检出率为 ０。 见表 ４。
表 ４　 主要化学毒物接触人员体检情况

化学毒物 实检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总检出率

（％）

甲苯 １８ ６３０ ８ １０７ ０ ６２
苯 ７ ３５９ １０ １７ ０ ３７
二甲苯 ５ １１９ ０ １３ ０ ２５
铅及其化合物 ３ ７５７ ０ ８５ ２ ２６
甲醇 ２ ５９３ ４ ０ ０ １５
氯气 ２ ３７４ ３ １ ０ １７

２ ５ ２　 接触物理因素人员情况 　 体检 ６５ １２２ 人， 检出疑似

职业病 １１２ 人、 职业禁忌证 １ １５０ 人， 总检出率为 １ ９４％； 按

不同物理因素实检人数进行排序， 噪声、 高温位于前两位；
噪声的总检出率最高 （２ ３５％）。 见表 ５。

表 ５　 不同物理因素接触人员体检情况

物理因素 实检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总检出率

（％）

噪声 ５０ ２０８ １０５ １ ０７６ ２ ３５
高温 ７ ７４１ ２ ６０ ０ ８０
其他物理因素 ６ ６９７ ５ １４ ０ ２８
局部振动 ３９４ ０ ０ ０ ００
微波 ８２ ０ ０ ０ ００
合计 ６５ １２２ １１２ １ １５０ １ ９４

２ ５ ３　 接触粉尘人员情况 　 体检 ４０ ８３７ 人， 检出疑似职业

病 １９ 人、 职业禁忌证 ５６ 人， 总检出率为 ０ １８％； 按接触粉

尘性质对实检人数进行排序， 依次是其他无机粉尘、 电焊烟

尘、 铸造尘、 矽尘、 煤尘， 矽尘的检出率最高 （２ ４９％）。 见

表 ６。
表 ６　 不同粉尘接触人员体检情况

粉尘种类 实检人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职业禁忌证

人数

总检出率

（％）

其他无机粉尘 ２８ ９１９ ０ ９ ０ ０３
电焊烟尘 ５ ６８５ ６ ２ ０ １４
铸造尘 ２ ００８ ４ １１ ０ ７５
矽尘 １ ６４５ ９ ３２ ２ ４９
煤尘 ９３７ ０ ０ ０ ００
水泥尘 ７０２ ０ ２ ０ ２８
陶瓷尘 ３３４ ０ ０ ０ ００
铝尘 ３２６ ０ ０ ０ ００
石棉尘 １６７ ０ ０ ０ ００
炭黑尘 １１４ ０ ０ ０ ００
合计 ４０ ８３７ １９ ５６ ０ １８

３　 讨论

３ １　 职业健康检查的重要性日趋突出

随着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无锡市应检和实际参检企

业数、 人数总体逐年增加， 说明职业健康检查的重要性日趋

突出， 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工人的职业健康状况［１］ ， 通过职业

健康检查可以及早的发现职业禁忌证， 及时脱离危害岗位。
３ ２　 地区、 经济类型和行业不同，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也不同

无锡市企业主要集中在新区、 江阴、 宜兴等地， 新区体

检企业数和人数最多， 锡山区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检出

率最高。 锡山区的企业规模以小微型民营企业为主， 这些企

业普遍存在管理体系不健全、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而工人又

普遍缺少岗前培训、 劳动防护意识较差等问题［ ２ ， ３ ］ ； 新区企

业以外商经济企业为主， 大多配备专业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能够认真组织健康检查工作。 从不同的经济类型分析， 本市

以外商经济企业和私有经济企业为主。 私有经济企业最多，
且疑似职业病和禁忌证总检出率最高， 外商经济和集体经济

疑似职业病和禁忌证总检出率较低。 这与无锡市工作场所中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一致， 私有经济的监测点合格率较

低［ ４ ］ 。 上述情况与我国职业病危害发生的情况相符［５］ ， 提示

监管部门应根据不同行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特点， 重点加强职

业病高发行业、 企业、 人群的职业卫生监管［６］ 。
３ ３　 发现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做好防护与监管

２０１５ 年无锡地区职工体检主要危害因素以噪声、 粉尘、
甲苯、 高温、 苯等为主， 接触噪声人员检出疑似职业病和职

业禁忌证人数最多， 接触矽尘人员的疑似职业病检出率最高，
接触铅及其化合物人员职业禁忌证检出率最高。 提示接触这

些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更应重视职业健康检查。 同一劳

动者有时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有害因素的联合或交互

作用可以加速机体不良反应的出现［７］ ， 企业应合理安排工作

场所布局， 减少作业人员持续接触的时间， 同时加强个人防

护， 适当增加健康检查项目，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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