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物制品业及噪声危害严重的黑色、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纸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家具制

造业， 苯危害严重的印刷、 木制品、 皮革和制鞋业等开展重

点行业整治。
督促企业履行职业健康检查义务， 加强噪声、 粉尘、 手

臂振动病等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依法组织劳动者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 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普及职业病防治宣传， 提高全社会职业病防治意识。 政

府部门应加强职业卫生宣教， 针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开展职

业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 提高劳动者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 通过树立典型， 推动健康企业建设， 提升企业职业卫生

管理水平， 有效预防、 控制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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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收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龙华区职业病发病情况并进行

回顾性分析。 结果显示， 新发职业病 ９９ 例， 以慢性职业病为

主 （９０ ９１％）； 位居前三位的分别为噪声聋 （７２ ７３％）， 苯

中毒 （１４ １２％）， 正己烷、 三氯乙烯中毒 （各占 ４ ０４％）。 提

示噪声聋、 化学中毒是龙华区主要的职业病病种， 相关部门、
用人单位应予以重视。

关键词： 新发职业病； 噪声聋； 苯中毒； 正己烷中毒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５５－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６
深圳市龙华区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工业较发达， 成立

至今各类职业病时有发生， 职业病危害问题突出。 本文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龙华区新发职业病病例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

发病情况和特征， 为采取有效的职业病防控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的子系统 “职业病

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收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龙华区所有

新发职业病病例。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将其基本信息进行汇

总录入， 对分类与病种分布［１］ 、 人群分布、 行业分布［２］ 、 经

济类型分布［３］和企业规模分布［４］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新发职业病分类与病种分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共新发职业病 ９９ 例， ４ 类、 ９ 种职业病，
无死亡病例。 其中慢性职业病 ９０ 例， 占 ９０ ９１％； 急性中毒 ９
例 （中暑 １ 例、 有机磷中毒 １ 例、 急性化学中毒脑病 １ 例、
三氯乙烯中毒 ４ 例、 硫化氢中毒 ２ 例）， 占 ９ ０９％。 按职业病

分类依次为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噪声聋） ７２ 例 （占

７２ ７３％），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２５ 例 （占 ２５ ２５％）， 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 职业性尘肺病各 １ 例 （中暑 １ 例、 炭黑尘肺 １ 例，
各占 １ ０１％）。 按病种分前三位依次为噪声聋 ７２ 例 （占

７２ ７３％）， 苯中毒 １２ 例 （占 １２ １２％）， 正己烷、 三氯乙烯中

毒各 ４ 例 （各占 ４ ０４％）。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深圳市龙华区新发职业病分类与病种

年份
急性

中毒

慢性职业病 合计

噪声聋
化学中毒

苯 正己烷 二甲苯

炭黑

尘肺
例数

构成比

（％）

２０１４ ３ １４ ５ １ １ ０ ２４ ２４ ２５

２０１５ ０ １６ ３ ２ ０ ０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０１６ ２ １７ ３ １ ０ ０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０１７ ４ ２５ １ ０ ０ 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合计 ９ ７２ １２ ４ １ １ ９９ １００ ００

２ ２　 人群分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新 发 病 例 男 ７９ 例 （ ７９ ８０％）、 女 ２０ 例

（２０ ２０％）。 慢性新发病例发病年龄 （３７ ２２± ８ ５０） 岁， 工龄

（８ １１±４ ２５） 年。 职业性炭黑尘肺 １ 例， 发病年龄 ４８ 岁、 工龄

１１年； 噪声聋、 慢性化学中毒发病年龄、 发病工龄情况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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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慢性职业病新发病例发病年龄和工龄分布

年份
噪声聋 化学中毒

例数 年龄 （岁） 工龄 （年） 例数 年龄 （岁） 工龄 （年）

２０１４ １４ ３４ ７９±８ ６５ １０ ０７±５ ８１ ７ ４０ ７１±８ ６４ ６ ７１±４ ６５

２０１５ １６ ３４ ５６±６ ３７ ７ ６３±３ ０７ ５ ３６ ００±５ ９２ ７ ６０±３ ４４

２０１６ １７ ３３ ５９±８ ２２ ８ ８２±３ ６９ ４ ４２ ７５±３ ２０ ８ ７５±５ ６２

２０１７ ２５ ３９ ５６±８ ４６ ７ ２８±４ １７ １ ４６ ４

合计 ７２ ３６ １１±８ ２６ ８ ２３±４ ２７ １７ ４０ １２±６ ９２ ７ ２９±４ ２８

２ ３　 行业分布

新发病例主要分布于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５５ 例， 占 ５５ ５５％）， 其中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噪声

聋） ４７ 例 （占 ６５ ２８％）， 化学中毒 ８ 例 （占 ３２ ３２％）； 物理

因素所致职业病 （中暑）、 职业性尘肺病 （炭黑尘肺） 各 １
例， 行业分别为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及土木工程建筑业。
新发职业病病例前五位行业分布情况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本区新发职业病病例前五位行业分布

行业 噪声聋 化学中毒 合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４７ ８ ５５ （５５ ５５％）

金属制品业 ８ ５ １３ （１３ １３％）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６ １ ７ （７ ０７％）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５ １ ６ （６ ０６％）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１ ２ ３ （３ ０３％）

２ ４　 企业经济类型分布

新发病例中 ９７ 例分布于非公有经济企业 （占 ９７ ９８％），
２ 例分布于公有经济企业 （占 ２ ０２％）。 非公有经济企业中，
港澳台经济企业 ５５ 例 （占 ５６ ７０％）、 私有经济企业 ３２ 例

（３２ ８９％）、 外商独资经济企业 ７ 例 （占 ７ ２２％ ）、 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 ３ 例 （占 ３ ０９％ ）。
２ ５　 企业规模分布

新发病例分布于大型企业 ４３ 例 （占 ４３ ４３％）、 中型企业

３５ 例 （占 ３５ ３６％）、 小型企业 １９ 例 （占 １９ １９％）、 企业规

模资料不详 ２ 例 （占 ２ ０２％）。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本区职业病总体发病形势

依然严峻， 但较为平稳， 达到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的总体要求［５］ 。 本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报告的新

发职业病以慢性病为主， 原因可能与慢性职业病的远期职业

病危害后果逐渐暴露有关［６］ 。 本区的职业病病种主要是噪声

聋、 化学中毒 （苯、 正己烷、 三氯乙烯）， 主要分布在计算

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的大、 中型港

澳台企业， 这与本区产业结构及职业病危害分布有关， 与深

圳市其他区、 广东省其它市及其他省的职业病以尘肺病、 化

学中毒为主的特点不同［７～９］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本区职业病病例

发病年龄为 （３７ ２２± ８ ５０） 岁， 发病工龄为 （８ １１± ４ ２５）
年， 与马璨等［１０］报道相比， 发病年龄小、 发病工龄短， 主要

原因为本区的就业人员较年轻， 流动性较大， 从而导致了其

发病工龄缩短［６］ 。
本次调查发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本区中暑、 有机磷、 三氯

乙烯等急性职业中毒时有发生， 提示相关职能部门在关注辖

区重点职业病危害的同时， 亦须做好急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防控工作， 做好日常应急处置的准备。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本辖区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及金属制品等大中型企业的噪声、 化学毒物进行重

点管理； 督促用人单位做好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落实职业病

防治主体责任， 强化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有效预防和控

制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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