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职业健康检查受检率呈下降趋势， 受检率与企

业职业卫生管理完善与否存在关联。 李津等［５］ 提出

小型企业的体检率偏低与用工方式、 工作制度、 劳

动者频繁流动有关， 本调查与其观点一致。 当生产

环境中同时存在粉尘、 有机溶剂等其他有害因素

时， 易与噪声产生联合作用， 加重对机体的不良影

响［６］ ， 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存在此类情况， 职业健

康监护应予以重视。
本次调查提示， 我市应根据行业特点和职业病危

害程度， 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不同侧重点的管理方

案， 从企业职业卫生管理、 防护措施、 职业健康监护

等方面进行分类分层监管， 重点监督小型企业， 定期

督查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提高企业职业病防治水平。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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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重点职业病危害分布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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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胡在方， 胡洁， 周国伟， 甄国新

（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摘要： 北京市顺义区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煤尘 （煤

矽尘）、 矽尘、 石棉、 苯、 铅、 噪声、 布鲁氏菌、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 汽油共 １０ 种。 对用人单位行业分布、 风险

分类、 职业病危害企业数及其接触人数的企业规模和经济类

型进行分析， 涉及 １０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共 ４８１ 家，
总接害人数 ２８ ５７４ 人； 以小型、 私有企业为主， 职业病危害

风险主要为 “较重” 和 “一般”； 职业病危害因素位居前三

位的依次为噪声、 苯、 汽油；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提示应加

强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管和防控力度， 降低职业病发病

风险。
关键词： 重点职业病； 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２２）０３－０２６１－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２ ０３ ０２３

北京市顺义区重点职业病包括职业性煤工尘肺、
矽肺、 石棉肺及石棉所致肺癌和间皮瘤、 苯中毒及苯

所致白血病、 铅中毒、 噪声聋、 布鲁菌病、 电焊工尘

肺、 慢性锰中毒、 慢性溶剂汽油中毒与汽油致职业性

皮肤病等。 结合原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平台的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数据及监测结果对 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

顺义区重点职业病危害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在顺义区各镇、 街道办事处、 经济功能

区共设置 ２９ 个监测点， 监测范围覆盖各监测点涉及

１０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所有用人单位。
１ ２　 方法　 从原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平台的职业

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导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所有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申报信息， ２９
个监测点同步收集数据。 行业分类按照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企业规模按照 《国家

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

知》 （国统字 ［２０１１］ ７５ 号）、 经济类型按照 《关于统

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 （国统字 ［１９９８］ ２０４ 号）
划分，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 对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进行分类。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录入数据结果，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 以描述流行病学的方法对

构成比进行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行业分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顺义区已申报涉及 １０ 种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企业 ４５８ 家， 另有 ２３ 家企业未进行职业病危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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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申报， 本次调查共收集涉及 １０ 种重点职业病危害

的企 业 ４８１ 家， 以 小 型 （ ６３ ６％）、 私 有 企 业

（５６ ８％） 为主，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５６ ３％）、 批

发和零售业 （２２ ３％）， 制造业以汽车制造、 印刷

相关行业为主， 批发和零售业以加油站为主。 详见

表 １。

表 １　 顺义区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行业分布情况 家（％）

行业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国有 集体 私有 港澳台 外商

农、 林、 牧、 副、 渔业 ０ ０ １８ ２ ０ ２ １７ ０ １
制造业 １９ ４４ １８４ ２４ ２４ １３ １５２ １０ ７２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１ ２ １ ０ １ ３ １ ０
建筑业 ０ １ ３ ０ １ ０ ３ ０ 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０ ７ ５５ ４５ １９ １３ ３５ ０ ４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０ ０ ３ ０ ２ ０ ０ ０ 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０ ０ ４ ０ １ ０ ３ ０ ０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 １ ６ ２０ ０ ０ ２７ ０ 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０ ３ １６ ０ ３ ０ １４ ０ ２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０ ０ １４ ５ ０ ２ １７ ０ ０
合计 ２０（４ ２） ５８（１２ ０） ３０６（６３ ６） ９７（２０ ２） ５０（１０ ４） ３１（６ ４） ２７３（５６ ８） １１（２ ３） １１６（２４ １）

２ ２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按照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 ４８１ 家企业职

业病危害严重风险的企业 ５０ 家 （１０ ４％）、 较重风险

的 ２１０ 家 （４３ ７％）、 一般风险的 ２２１ 家 （４５ ９％）。
各危害风险分类均以小型、 私有企业为主， 其中严重风

险企业中， 小型企业 ６０％、 私有企业 ６２％。 详见表 ２。

表 ２　 顺义区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情况 家 （％）

职业病危害

风险分类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国有 集体 私有 港澳台 外商

严重 ５ １１ ３０ ４ ７ ２ ３１ ２ ８
较重 １２ ３０ １４５ ２３ １７ １１ １２５ ５ ５２
一般 ３ １７ １３１ ７０ ２６ １８ １１７ ４ ５６
合计 ２０ （４ ２） ５８ （１２ ０） ３０６ （６３ ６） ９７ （２０ ２） ５０ （１０ ４） ３１ （６ ４） ２７３ （５６ ８） １１ （２ ３） １１６ （２４ １）

２ ３　 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及接触人数分布 　 ４８１ 家

企业涉及 １０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总接触人数为 ２８ ５７４
人， 企业及接触人数分布详见表 ３。

表 ３　 顺义区涉及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及接触人数分布

企业规模 ／
经济类型

矽尘 苯 铅 噪声 布鲁氏菌 汽油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合物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数 接触人数

企业规模

　 大型 １ １ １１ １ ３８７ ３ ２５２ １９ ９ ６１１ ０ ０ ４ ３４４ １０ ９８８ ８ ８４３
　 中型 ２ ２１ ２２ ６３６ ２ ７ ５６ ３ ６４６ １ １ ８ １９４ ２０ ３６６ １６ ２８３
　 小型 ４ ３８ １２３ １ ５７６ １ ２ ２５２ ５ ０３５ ２６ ４３１ ５７ ７４４ ７３ ４７６ ６３ ４２０
　 微型 ０ ０ ７６ ４１６ ０ ０ ６１ ３９７ ２ １３ ６８ ３９２ ８ ３０ ６ ２４
经济类型

　 国有 １ １ ２３ ２２０ １ ３４ ３４ ３ ２３７ ５ ２７ ２１ ３３９ ９ ２８５ ７ １１４
　 集体 ０ ０ ２１ １９７ ０ ０ ２１ １ ４５１ １ ２０ １５ １１８ ３ １６ ３ １６
　 私有 ４ ３３ １１４ １ ２４１ １ ２ ２１１ ４ ６７２ ２２ ３７８ ５７ ３９６ ７０ ４１０ ５８ ３３９
　 港澳台 ０ ０ ２ １１６ ０ ０ １１ ２６６ ０ ０ ０ ０ ６ ４１ ６ ４１
　 外商 ２ ２６ ７２ ２ ２４１ ４ ２２５ １１１ ９ ０６３ １ ２０ ４４ ８２１ ２３ １ １０８ １９ １ ０６０
合计 ７ ６０ ２３２ ４ ０１５ ６ ２６１ ３８８ １８ ６８９ ２９ ４４５ １３７ １ ６７４ １１１ １ ８６０ ９３ １ 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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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 顺义区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

要以噪声和苯为主。 ４８１ 家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以小

型 （６３ ６％）、 私有企业 （５６ ８％） 为主， 是职业病

防控的重点， 与我市西城区涉及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为大型和中型企业有所不同［１］。 小型私有企业

大多以节约生产成本为主， 职业病防治意识薄弱， 对

生产工艺改革、 职业病防护投入资金有限， 职业病危

害风险较大。 顺义区作为现代制造业基地， 汽车、 印

刷、 家具制造等行业飞速发展， 本次调查发现 ４８１ 家

企业以制造业 （２７１ 家， ５６ ３％） 为主， 其中以汽车

制造、 印刷相关企业居多， 与周国伟等［２］ 文献报道

结果基本一致。 农、 林、 牧、 副、 渔业企业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为布鲁氏菌， 布鲁菌病为职业性传染病，
随着作业工人对职业病种类以及传染病发病特点的了

解和职业病诊断意识的提高， 其发病风险不容忽视。
对顺义区重点职业病监测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显示， 职业病危害较重和一般风险的企业分别

占 ４３ ７％和 ４５ ９％， 严重风险企业占 １０ ４％， 各危

害风险分类均以小型、 私有企业为主。 职业病危害严

重风险企业以木质家具制造业、 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为主。 接触噪声、 苯的企业数量最多， 职业接触

人群数量庞大， 职业病危害风险较高， 需重点监控。
后续我们将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 加强对噪声、 苯、
粉尘危害较为集中行业的全面摸排， 尽快完善职业病

监管体系， 并对重点行业进行有效监管， 加强重点职

业病危害的防控力度及宣传教育， 降低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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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启用一年多来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企业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显示， 南通市

申报企业数仍较少， 小微企业、 私有企业、 制造业等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率和职业健康检查率较低。 提示应继续提升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 重点加强对职业健康监护不到位企业

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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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发启用新版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 一年多来， 南通市已

有 ９ ０００ 多家企业在新系统中进行了申报。 为了解南

通市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企业基本情况， 为职能部门

精准施策职业病防治提供依据， 对已申报职业病危害

项目的企业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　 来源于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南通市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中申报的企业。
１ ２　 方法　 导出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中申报企

业资料， 对企业进行类目整理， 并对企业基本情况及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ｅｃｌ ２０１０ 对企业相关数据汇

总分类，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南通市 ９ ００６ 家企业在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系统进行了申报， 共有劳动者 ４７０ ８９９ 名，
接害作业 １８４ ０２６ 人， 占 ３９ ０８％。 申报企业中已开

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以下简称 “检测” ） 的企

业２ ４３７家， 占 ２７ ０６％；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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