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是要对重点行业、 重点地区、 重点工种和重点

人群开展针对性的监管与防控， 并加强对职业性噪

声聋等较为常见职业病的关注； 同时， 用人单位应

合理改善工艺流程， 加强劳动者的个体防护， 不断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卫生防护意识； 职业健康检查和

职业病诊断机构要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提高职业健

康体检的覆盖率； 全方位、 多维度地提高本市职业

病防治水平， 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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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疑似职业病发病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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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Ｙｕｎｆ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６ ｔｏ ２０２０

苏小棠， 陈小月， 陈继超， 黄钦海

（云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科， 广东 云浮 ５２７３００）

　 　 摘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疑似职业病主要为疑似职业性噪

声聋和疑似尘肺病， 检出率分别为 ０ ９１％（１１６／ １２ ７３０）和 ０ １５％
（２６／ １７ ５２１）， 呈逐年下降趋势 （Ｐ＜０ ０１）， 不同性别、 年龄、 工

龄和企业规模人群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疑

似职业性尘肺病检出率采矿业 （０ ３６％） 高于制造业 （０ １２％）。
应加强采矿业、 外资和小微型企业职业危害的监督管理。

关键词： 疑似职业性噪声聋； 疑似职业性尘肺病； 职业

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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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云浮市疑似职业病发病流行病学特征， 现

对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报告的疑似职业性噪声聋和疑似尘

肺病病例信息进行汇总分析， 为提出关注重点和防治

策略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依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

统” 子系统 “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

统”， 收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报

告的疑似职业病病例信息及接触噪声和粉尘作业者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资料。
１ ２　 方法 　 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 对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疑似职业性噪声聋和疑似尘肺病病例

的分布和检出率进行不同维度 （病种、 人群特征、 年

份和行业、 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 的分析比较。
１ 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共报告疑似职业病 １４４ 例， 检出率 ０ ６０％ （１４４ ／
２３ ８９６）； 以疑似职业性噪声聋最多 （１１６ 例， 占病例

总数的 ８０ ６％）， 疑似检出率为 ０ ９１％ （１１６／ １２ ７３０）；
其余为疑似职业性尘肺病 （２６ 例， １８ １％）， 疑似检

出率 ０ １５％ （２６ ／ １７ ５２１）； 疑似职业性苯中毒 ２ 例

（１ ４％）。 疑似职业性尘肺病中疑似矽肺 １７ 例， 占疑似

尘肺病总例数的 ６５ ４％， 检出率 ０ １８％ （１７／ ９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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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不同特征病例分布　 疑似职业性噪声聋和疑似

尘肺病发病均以男性为主， 分别为 ９８ 例、 ２４ 例， 男

性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 （Ｐ＜０ ０５）； 疑似职业性噪声

聋和疑似尘肺病检出率随劳动者年龄和工龄的增长而

增加， 以年龄≥５０ 岁和工龄≥１５ 年最高， 不同年龄

和工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疑似职业性噪声聋和疑似尘肺病病例特征分布

特征因素　
疑似职业性噪声聋 疑似职业性尘肺病

实检人数 发病例数 检出率 （％） χ２值 Ｐ 值 实检人数 发病例数 检出率 （％） χ２值 Ｐ 值

性别 ４ ９２１ ０ ０１７ ３ ７０３ ０ ０３５
　 男 ９ ６３５ ９８ １ ０２ １３ ３６２ ２４ ０ １８
　 女 ３ ０９５ １８ ０ ５８ ４ １５９ ２ ０ ０５
年龄 （岁） ７９ ４６８ ０ ０００ ２８ ６３０ ０ ０００
　 ＜４０ ５ ６８５ １４ ０ ２５ ７ ０３１ １ ０ ０１
　 ４０～ ＜５０ ４ ２８４ ４１ ０ ９６ ６ ０３６ ７ ０ １２
　 ≥５０ ２ ７６１ ６１ ２ ２１ ４ ４５４ １８ ０ ４０
工龄 （年） １１２ ５８ ０ ０００ ３９ ６９６ ０ ０００
　 ＜５ ９ ０４１ ３６ ０ ４０ １１ ２６１ ４ ０ ０４
　 ５～ ＜１０ ２ ２４７ ３６ １ ６０ ３ ４６９ ７ 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８１８ ２３ ２ ８１ １ ２９１ ６ ０ ４６
　 ≥１５ ６２４ ２１ ３ ３７ １５００ ９ ０ ６０
合计 １２ ７３０ １１６ ０ ９１ １７ ５２１ ２６ ０ １５

２ ３　 检出时间和企业特征分布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疑似

噪声聋和疑似尘肺病检出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Ｐ＜
０ ０１）。 疑似职业性噪声聋检出率外资企业高于内资

企业， 小、 微型企业检出率 １ ０７％ （６５ ／ ６ ０４９） 高于

大、 中型企业 （０ ７６％， ５１ ／ ６ ６８１），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χ２ ＝ ３ ４０５， Ｐ＜０ ０５）； 疑似职业性尘肺病采

矿业检出率 （０ ３６％） 显著高于制造业 （０ １２％），
小、 微型企业检出率 ０ ２９％ （２３ ／ ７ ８７０）， 高于大、
中型企业 （０ ０３％， ３ ／ ９ ６５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９ ９５５， Ｐ＜０ ０１）。 详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疑似职业病检出时间及企业特征分布

特征因素
疑似职业性噪声聋 疑似职业性尘肺病

实检人数 发病例数 检出率 （％） χ２值 Ｐ 值 实检人数 发病例数 检出率 （％） χ２值 Ｐ 值

年份 ９３ １４０ ０ ００１ １０３ ０３６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１ ６８２ ４２ ２ ５０ ２ ０１１ ６ ０ ３０

　 ２０１７ １ ０９１ ２２ ２ ０２ １ ４３６ ６ ０ ４２

　 ２０１８ ３ ０５１ ３２ １ ０５ ５ ０４２ ７ ０ １４

　 ２０１９ ３ ２５９ １４ ０ ４３ ４ ５２５ ５ ０ １１

　 ２０２０ ３ ６４７ ６ ０ １６ ４ ５０７ ２ ０ ０４

行业类型 ２ ０８１ ０ ３５３ ９ １０７ ０ ００５

　 采矿 １ ７４８ １９ １ ０９ ３ ０２８ １１ ０ ３６

　 制造 ９ ７０９ ８２ ０ ８４ １２ ８４７ １５ ０ １２

　 其他 １ ２７３ １５ １ １８ １ ６４６ ０ ０

经济类型 １２ ８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１ ０ ４４７

　 内资 １１ ２３３ ９０ ０ ８０ １５ １４１ ２２ ０ １５

　 外资 １ ４９７ ２６ １ ７４ ２ ３８０ ４ ０ １７

企业规模 ４２ ２２５ ０ ０００ ３０ ７７５ ０ ００１

　 大型 ８６４ １７ １ ９７ １ ４３２ ０ ０

　 中型 ５ ８１７ ３４ ０ ５８ ８ ２１９ ３ ０ ０４

　 小型 ５ ２６８ ４４ ０ ８４ ７ ０１０ １７ ０ ２４

　 微型 ７８１ ２１ ２ ６９ ８６０ ６ ０ ７０

合计 １２ ７３０ １１６ ０ ９１ １７ ５２１ ２６ 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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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次资料分析表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报告

疑似职业病以疑似职业性噪声聋为主， 其次为疑似职

业性尘肺病， 偶见疑似职业性苯中毒， 与广东省疑似

职业病发病情况相似［１］。 疑似职业性噪声聋和疑似

尘肺病检出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且检出率随年龄和

工龄增长呈逐渐升高趋势。
分析提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云浮市疑似职业性噪

声聋和疑似尘肺病检出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主要原

因：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在 “十三五” 期间加强对重

点行业企业职业健康监管； 二是用人单位加强了上岗

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避免职业禁忌证劳动者继续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本次收集的云浮市报告的疑似

职业性噪声聋和疑似尘肺病病例集中在小、 微型企

业， 其原因应与企业职业健康管理不完善， 劳动者流

动性大， 未按要求做好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等有关。
分析还显示， 云浮市疑似职业性尘肺病主要分布

在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 病种以矽肺

为主 （６５ ４％）。 张卫平等［２］ 曾报道云浮市石材加工

作业场所岗位总粉尘浓度超标率 ３２ １２％， 呼尘超标

率 ２７ ０３％， 干磨等岗位粉尘危害严重， 切割、 打磨

岗位等强噪声设备集中， 且普遍缺乏通风除尘、 降噪

设施， 粉尘和噪声危害较为严重。 本分析结果应与之

有关。
作为二级预防措施， 疑似职业病报告制度是早期

发现职业病的有效手段。 本次分析提示， 云浮市生产

企业噪声和粉尘危害严重， 应重点关注男性、 年龄较

大和工龄较长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 强化小、 微型

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的落实， 加强监督管理； 同

时应重视外资企业和采矿业、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重

点行业的职业危害治理， 加强职业病监测和职业健康

风险评估， 有效预防职业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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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某煤矿企业脱离粉尘作业 ２５ 年的 ７５ 名井下掘进

工进行健康状况观察， 检查项目包括血压、 空腹血糖、 血抗

结核 ＬＡＭ 抗体、 肝功能、 肾功能、 癌胚抗原 （ＣＥＡ）、 细胞

角蛋白 ２１⁃１ （Ｃｙ２１⁃１）、 糖类抗原 （ＣＡ１２５）、 １２ 导联心电图、
肺功能、 高千伏胸片。 结果显示， ７５ 人中血压异常 １５ 例

（２０ ０％）， 血糖异常 １０ 例 （１３ ３％）， 血抗结核 ＬＡＭ 抗体异

常 １ 例 （１ ３％）， 心电图异常 ２ 例 （２ ７％）。 用力肺活量 １ 秒

率 （ＦＥＶ１ ０ ／ ＦＶＣ） ＜７０％ ２２ 例 （２９ ３％）， 合并弥散功能障

碍 ５ 例 （６ ７％）； 其中第 １ 秒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 ０） ≥８０％预

计值 １２ 例 （１６ ０％）， ５０％～ ＜８０％预计值 ７ 例 （９ ３％）， ３０％
～ ＜５０％预计值 ３ 例 （４ ０％）。 诊断尘肺壹期 ７ 例 （９ ３％）、
贰期 １ 例 （１ ３％）。 尘肺壹期胸片总体密集度为壹级， 小阴

影形态以圆形为主， 主要分布在两下肺区。 尘肺组和非尘肺

组肺功能、 血糖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建议对

于接触高致肺纤维化粉尘工人适当延长随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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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职业性尘肺病居我国法定职业病发病首

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国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 ８７
万余例， 占所报告职业病总数的 ９０％［１］， 是职业病防

治的重点。 本文收集某矿山企业 ７５ 名脱离粉尘作业

２５ 年井下掘进工的体检资料， 对其健康状况进行

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某煤矿井下掘进工 ７５ 名， 均为男性，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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