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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朝阳区报告新发职业病病

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显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共报告新

发职业病 ３３５ 例， 历年发病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职业病分类

以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石棉肺和矽肺占

新发职业病 ６３ ８８％； 病例主要集中在 ７０～岁年龄组和 ３０～年

工龄组； 行业分布以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为主。 提示朝阳

区高发职业病为尘肺病， 其中多数病例为历史遗留问题， 所

以在关注在岗工人职业健康问题同时， 也应加强对离退休人

员的健康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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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阳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从传统工业企业

主导转型为公共服务业主导［１］ 。 为了解朝阳区近年职业病发

病情况， 掌握全区职业病发病特征及变化趋势， 更好地指导

全区开展职业病防控工作， 现对该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职业病发

病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报告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收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北京市职业病预防控制直报信息系

统” 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 报告的新发职业

病病例资料， 将用人单位所属地在朝阳区的新确诊职业病病

例作为研究对象。
１ ２　 方法

采用电话访视的方式审核各病例报卡并收集相关信息。
职业病分类参照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３］
４８ 号） ［２］ 进行划分； 行业分类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３］进行划分。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将历年数据导入 Ｅｘｃｅｌ，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发病概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朝阳区职业病发病数随年份波动，
总体呈下降趋势。 ２００８ 年新发病例数最多， 为 ４３ 例。 新发职

业病 ３３５ 例， 涉及 ６ 类职业病分类。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

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职业性肿瘤分别占新发

职业病 ７９ ４％、 ７ ７６％和 ６ ８７％， 位居前三位； 其次为职业

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皮肤病。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朝阳区新发职业病分类情况 例数（％）

年份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

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物理因素所致

职业病
职业性肿瘤 合计

２００６ ２８ （８７ ５０） ０ １ （３ １３） ２ （６ ２５） ０ １ （３ １３） ３２ （９ ５５）

２００７ ３５ （８５ ３７） ０ １ （２ ４４） ３ （７ ３２） １ （２ ４４） １ （２ ４４） ４１ （１２ ２４）

２００８ ３２ （７４ ４２） ２ （４ ６５） ０ ８ （１８ ６０） ０ １ （２ ３３） ４３ （１２ ８４）

２００９ ２６ （８６ ６７） ０ １ （３ ３３） １ （３ ３３） １ （３ ３３） １ （３ ３３） ３０ （８ ９６）

２０１０ ２３ （８５ １９） ０ ２ （７ ４１） １ （３ ７０） ０ １ （３ ７０） ２７ （８ ０６）

２０１１ ２７ （８７ １０） ０ ２ （６ ４５） １ （３ ２３） ０ １ （３ ２３） ３１ （９ ２５）

２０１２ １６ （８０ ００） ０ ０ ３ （１５ ００） ０ １ （５ ００） ２０ （５ ９７）

２０１３ １８ （７２ ００） ０ ３ （１２ ００） ２ （８ ００） １ （４ ００） １ （４ ００） ２５ （７ ４６）

２０１４ １８ （６６ ６７） ０ ０ ２ （７ ４１） ０ ７ （２５ ９３） ２７ （８ ０６）

２０１５ ２５ （８０ ６５） ０ ２ （６ ４５） ３ （９ ６８） ０ １ （３ ２３） ３１ （９ ２５）

２０１６ １８ （６４ ２９） ０ ３ （１０ ７１） ０ ０ ７ （２５ ００） ２８ （８ ３６）

合计 ２６６ （７９ ４０） ２ （０ ６０） １５ （４ ４８） ２６ （７ ７６） ３ （０ ９０） ２３ （６ ８７） ３３５ （１００ ００）

２ ２　 病种及发病顺位

３３５ 例职业病病例共涉及职业病病种 ２５ 种， 发病前 １０ 位

病种构成见表 ２， 其余为电焊工尘肺、 水泥尘肺、 职业性中毒

性肝病等 １５ 种职业病共 ２９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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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朝阳区新发职业病前十位病种构成

病种 例数 构成比 （％） 顺位

石棉肺 １５５ ４６ ２７ １
矽肺 ５９ １７ ６１ ２
其他尘肺 １７ ５ ０７ ３
石棉所致肺癌、 间皮瘤 １６ ４ ７８ ４
噪声聋 １５ ４ ４８ ５
苯中毒 １２ ３ ５８ ６
煤工尘肺 １０ ２ ９９ ７
铸工尘肺 ９ ２ ６９ ８
硫化氢中毒 ７ ２ ０９ ９
焦炉逸散物所致肺癌 ６ １ ７９ １０

２ ３　 人群分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朝阳区新发职业病中， 男性 １９４ 例 （占

５７ ９１％）， 女性 １４１ 例 （占 ４２ ０９％）， 男、 女新发职业病分

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 ６２， Ｐ＝ ０ ００２）。 新发职业病病

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６４ ２５±１３ ０３） 岁， 主要集中在 ７０～岁年

龄组， 共 １４０ 例 （占 ４１ ７９％）， 不同分类职业病的平均发病

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 ５０ ３６０， Ｐ＜０ ００１）。 平均发病工

龄为 （２０ ６４± １１ ７０） 年， 以 ３０ ～ 年工龄组最多， 共 ９９ 例

（占 ２９ ５５％）， 不同分类职业病的平均发病工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Ｆ＝ １４ ３８６， Ｐ＜０ ００１）。 见表 ３、 表 ４。
２ ４　 行业分布

３３５ 例新发职业病分布在 １８ 个行业， 主要集中在交通运

输、 仓储和邮政业及制造业等。 详见表 ５。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朝阳区不同类别职业病发病年龄与工龄情况

职业病分类 例数
发病年龄

（岁）
发病工龄

（年）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２６６ ６７ １５±１０ ５４ ２１ ９７±１１ ２２

职业性皮肤病 ２ ４６ ００±１ ４１ ０ ５０±０ ７１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１５ ４９ ６０±９ ９４ １７ ４７±１０ ３２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２６ ４５ ００±１５ ５８ ９ ０４±８ ９６

职业性肿瘤 ２３ ６７ ２２±８ ４３ ２４ ４３±１１ ０８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３ ３６ ３３±３ ７９ ３ ３３±２ ８９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朝阳区不同分类新发职业病人群分布 例数 （％）

组别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

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职业性肿瘤 其他类职业病 合计

性别

　 男 １４２ （５３ ３８） ２０ （７６ ９２） １４ （６０ ８７） １８ （９０ ００） １９４ （５７ ９１）
　 女 １２４ （４６ ６２） ６ （２３ ０８） ９ （３９ １３） ２ （１０ ００） １４１ （４２ ０９）
年龄 （岁）
　 ２０～ １ （０ ３８） ４ （１５ ３８） ０ ０ ５ （１ ４９）
　 ３０～ １ （０ ３８） ７ （２６ ９２） ０ ５ （２５ ００） １３ （３ ８８）
　 ４０～ １３ （４ ８９） ７ （２６ ９２） ０ ８ （４０ ００） ２８ （８ ３６）
　 ５０～ ４５ （１６ ９２） ２ （７ ６９） ５ （２１ ７４） ４ （２０ ００） ５６ （１６ ７２）
　 ６０～ ７９ （２９ ７０） ４ （１５ ３８） ７ （３０ ４３） ３ （１５ ００） ９３ （２７ ７６）
　 ７０～ １２７ （４７ ７４） ２ （７ ６９） １１ （４７ ８３） ０ １４０ （４１ ７９）
工龄 （年）
　 ＜１ ３ （１ １３） ６ （２３ ０８） ０ ３ （１５ ００） １２ （３ ５８）
　 １～ ４３ （１６ １７） １０ （３８ ４６） ２ （８ ７０） ６ （３０ ００） ６１ （１８ ２１）
　 １０～ ６３ （２３ ６８） ６ （２３ ０８） ５ （２１ ７４） ５ （２５ ００） ７９ （２３ ５８）
　 ２０～ ６８ （２５ ５６） ４ （１５ ３８） ７ （３０ ４３） ５ （２５ ００） ８４ （２５ ０７）
　 ３０～ ８９ （３３ ４６） ０ ９ （３９ １３） １ （５ ００） ９９ （２９ ５５）
合计 ２６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３３５ （１００ ００）

表 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朝阳区职业病发病前十位行业分布 例数

行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物理因素

所致职业病
职业性肿瘤 合计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０ ０ １ ０ １１ １３２
制造业 ５２ １３ ８ １ ３ ７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９ １ ０ ０ ０ ３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４ １ ４ ０ ７ ２６
建筑业 ２０ ０ ２ １ ０ ２３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９ ０ ０ ０ １ １０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 ０ ３ ０ ０ 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４ ０ １ ０ １ ６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０ ５ ０ ０ ６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５ ０ １ ０ 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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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 ２００６ 年以来北京市朝阳区新发职业病

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２００８ 年出现一峰值， 经调查是由一家污

水处理厂发生一起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事件导致。 历年新

发职业病发病趋势与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病趋势始终保持一致走向， 说明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

统疾病是朝阳区的重点职业病， 决定职业病发病趋势。
朝阳区职业病分类主要集中在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

系统疾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 与 ２０１４ 年全国职

业病发病情况［４］ 及北京市其他区县报道［５］ 情况相似。 从发病

疾病谱看， 以尘肺病最多， 这部分患者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８０
年代， 从事石棉制品加工、 玉器加工、 煤炭开采、 隧道、 桥

梁工程施工等行业的劳动者。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朝阳区

涉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传统工业企业多倒闭、 关停或外迁，
当时从事粉尘作业的劳动者均已脱离粉尘作业环境。 但尘肺

病是一种进行性疾病， 脱离接触后仍可继续发展， 加之当时

作业环境恶劣、 工程防护设施差、 未配备个体防护用品或配

备型号不合理、 个人防护意识薄弱、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

不规范等原因， 导致尘肺病高发。 进一步分析发现， ２６３ 例尘

肺病患者中 ２５１ 例均为晚发性尘肺， 与一些地区的尘肺病发

病情况相似［６，７］ 。 提示今后加强新兴行业职业病防治的同时，
也应加强接尘离退休人员的健康监护工作。

朝阳区新发职业病病例主要集中在 ７０～岁年龄组和 ３０～年

工龄组， 是因尘肺病发病年龄大和工龄较长所致。 不同分类职

业病发病年龄和工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职业性皮肤病、 物理

因素所致职业病和职业性化学中毒发病年龄小、 工龄短， 而另

三类职业病发病年龄大、 工龄长， 原因为朝阳区职业性皮肤病

和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均为一过性接触导致， 且 ２６ 例职业性化

学中毒中 １０ 例为急性中毒， 而另三类职业病发病年龄和工龄均

较其他文献报道［７～９］高， 一是虽然当年作业环境较恶劣但北京

较全国其他地区职业卫生管理相对较好， 二是疾病谱的差异。
朝阳区 ２６ 例职业性肿瘤中 １６ 例为石棉所致肺癌、 间皮瘤， 而

江苏省［９］职业性肿瘤以苯所致白血病为主。
朝阳区 １３２ 例职业病病例集中在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 且均属同一公司， 其中 １２８ 例是石棉粉尘所致职业病， 经

调查显示这些患者均为原北京市石棉厂工人， 于 １９８８ 年更名，
后又被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合并，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原石棉厂的工人陆续发病， 并非客运作业环境导致。
其他职业病高发行业同样显示多数病例是历史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所致， 发病时所在用人单位多无该危害因素。 此现象

提示朝阳区目前高发职业病并非用人单位现有职业病危害因

素所致， 多因历史接触企业变迁后注入的病例， 所以企业应

在关注现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给劳动者带来职业健康问题的同

时， 也应关注劳动者早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所导致的健康

问题。 此外， 因现有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导致职业病病例偶

有发生， 今后也应提高对该类病例的关注， 加强用人单位监

管、 职业病防治宣传及个体防护用品佩戴培训， 预防职业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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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淄博市女性尘肺病发病情况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ｎ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Ｚｉｂｏ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５

邱菊， 赵娜， 高萍， 曹殿凤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要： 选择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尘肺病诊

断办公室的女性尘肺病例资料， 对其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
１１３ 例女性尘肺病人平均发病年龄 （４９ ７９±８ ７７） 岁， 平均

接尘工龄 （１４ ８５±８ ２７） 年。 提示女性尘肺病人发病接尘工

龄低于总体尘肺病人接尘工龄， 且病情进展快， 并发症多，
死亡率高， 应重视女性尘肺病例， 保护女工的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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