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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基础依据。 方法　 使用统一编制的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表》 对全市所有符合要求的职业病危害企业进行调查,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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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家工业企业中, 小微企业占 92. 87%, 金属制品业 (15. 95%)、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 59%) 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8. 83%) 企业占比较高, 存在粉尘、 化学因素和噪声危害的企业分别占 71. 15%、 53. 49%和 82. 45%。 企业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率 50. 81%, 随企业规模减小而降低 (趋势 χ2 = 0. 438, P<0. 05)。 企业危害因素检测合格率及场所超标率

分别为 84. 05% 和 2. 89%; 其中噪声超标较为严重, 超标率为 6. 74%。 家具制造业 ( 6. 39%)、 造纸和纸制品业

(5. 41%)、 金属制品业 (4. 92%) 总体超标率较高。 企业用人单位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率分别为 53. 58%、
52. 80%, 随企业规模减小而降低 (趋势 χ2 值分别为 0. 320、 0. 334, P<0. 05)。 结论　 上海市应加强对重点行业的职

业危害治理, 开展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如噪声防治技术的专项调查研究;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职业卫生服务指导和扶持

力度;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整治工作, 提高企业职业病防治的主体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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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to
 

provide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Methods　 All
 

the
 

qualified
 

enterprise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unified
 

“Occupational
 

Disease
 

Hazard
 

Status
 

Survey
 

Form”, and
 

th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otal
 

15
 

72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f
 

Shanghai, small-
 

and
 

micro-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ed
 

for
 

92. 87%, with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in
 

the
 

metal
 

products
 

industry
 

(15. 95%), gener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
dustry

 

(14. 59%), and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8. 83%). Among
 

them, 71. 15%, 53. 49%
 

and
 

82. 45%
 

of
 

the
 

enterprises
 

had
 

the
 

dust, chemical
 

factors
 

and
 

noise
 

hazards,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
 

of
 

occupational
 

hazard
 

fac-
tors

 

in
 

enterprises
 

was
 

50. 81%, which
 

showed
 

a
 

reducing
 

trend
 

with
 

the
 

decrease
 

of
 

enterprise
 

scale
 

(trend
 χ2

 

value
 

was
 

0. 438,
P<0. 05). The

 

qualified
 

rate
 

for
 

the
 

detec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the
 

exceeding
 

rate
 

of
 

workplace
 

standard
 

were
 

84. 05%
 

and
 

2. 89%,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
 

exceeding
 

rate
 

of
 

noise
 

was
 

relatively
 

serious
 

with
 

a
 

exceeding
 

rate
 

of
 

6. 74%. The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6. 39%), paper
 

and
 

paper
 

products
 

industry
 

( 5. 41%), and
 

metal
 

products
 

industry
 

(4. 92%)
 

were
 

the
 

leading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overall
 

exceeding
 

standard
 

rate. The
 

training
 

rates
 

of
 

employers’
 

leaders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personnel
 

were
 

53. 58%
 

and
 

52. 80%, respectively, which
 

had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the
 

de-
crease

 

of
 

enterprise
 

scale
 

(trend
 χ2

 

value
 

were
 

0. 320
 

and
 

0. 334, P<0. 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hanghai
 

municipal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key
 

industries, and
 

carry
 

out
 

special
 

investi-
g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key
 

occupational
 

hazard
 

factors
 

such
 

as
 

no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guid-
ance

 

and
 

suppor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occupational
 

health; strengthen
 

occupational
 

health
 

su-
pervision

 

and
 

rectification
 

work, and
 

improv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of
 

occupationbal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enterpris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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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 具有完备的现代工

业体系, “十三五” 期间, 上海市已基本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框架基本形成。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先进制造业以

及新兴产业发展, 上海市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也呈

现出多样化、 复杂化。 为进一步了解我市职业病危害

现状, 2020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调查, 全面了解企业分布、 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和检测、 职业卫生培训等情况, 建立、 完善本市

职业病危害现状数据库, 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数据支

撑, 为进一步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基础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20 年 6—9 月上海市 16 个区 218 个乡

镇 (街道) 内正常运行, 从业人员≥5 人的企业法人、
产业活动和其他非法人单位。 调查行业为采矿业, 制

造业和电力、 燃气, 水的生产、 供应业等三大门类。
1. 2　 方法　 由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通过用人单位现

场调查、 查阅档案资料、 人员座谈等方式收集用人单

位相关信息, 填写统一编制的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

查表》 并录入系统。 调查内容为企业基本情况、 职

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接触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

检测情况,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培训情况等。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行业分类分别按照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

企业划分办法 (2017) 》 (国统字 [2017] 213 号)、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
(国统字 [2011] 86 号) 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 进行划分。 在调查过程中, 市、
区两级技术指导组和乡镇 (街道) 调查工作组分级、
分阶段对填报内容逻辑关系、 录入内容核对等进行全

程质控, 发现问题及时告知调查人员进行补充核实。
1. 3　 统计分析　 通过系统导出 Excel 数据库后, 采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不同规模企业的比较采

用趋势 χ2 检验, 其余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ier 确切概率法。 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上海市无采矿企业, 制造业和电

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 供应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

共 15
 

720 家。 行业分布位居前三位的为金属制品业

(15. 95%)、 通用设备制造业 ( 14. 59%) 和专用设

备制造业 (8. 83%)。
2. 2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企业主要为小微企业, 占 92. 87%。 存在粉尘、 化

学因素和噪声危害的企业分别占 71. 15%、 53. 49%和

82. 45%。 接触粉尘企业中接触率位居前三位的为家具

制造业 (94. 6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6. 65%),
纺织服装、 服饰业 (85. 48%); 接触化学因素企业中

接触率较高的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84. 95%),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8. 71%), 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2. 73%); 接触噪声企业

中家具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接害率较高, 均超过 90%。
三种危害因素均有随企业规模减小接害率降低的趋势。
不同规模、 不同行业的企业分布及危害因素接触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详见表 1。
2. 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开展情况　 2018—2020 年

15
 

720 家接害企业中开展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占

50. 81%。 大、 中型企业的检测率均超过 90%; 小、
微企业检测率较低, 分别为 63. 88%和 23. 29%; 存

在随企业规模减小检测率降低的趋势。 从行业分布

看,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检测率最低, 为 18. 81%;
其次为造纸和纸制品业 ( 30. 81%)、 金属制品业

(42. 20%); 不同行业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在检测企业中, 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

企业占比为 84. 05%; 粉尘、 化学因素的检测合格率

均超过 98%, 噪声的检测合格率为 83. 75%。 不同规

模企业的检测合格率存在随规模减小合格率上升的趋

势。 从行业分布看, 家具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造纸

和纸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企业平均检测合格率均未达

到 80%, 不同行业企业间不同危害因素的检测率和检

测合格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详见表 2。
2. 4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在开展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企业中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总体超

标率为 2. 89%, 其中噪声场所超标较为严重, 超标

率为 6. 74%; 粉尘和化学因素超标率均< 1%。 中型

企业的场所超标率最低 (2. 24%)。 不同行业中, 家

具制造业 ( 6. 39%)、 造纸和纸制品业 ( 5. 41%)、
金属制品业 (4. 92%) 总体超标率较高。 不同种类

危害因素在不同行业间的超标率有很大差异, 粉尘危

害企业中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 22%)、 家具制

造业 (3. 50%) 超标率较高; 化学因素危害企业中

家具制造业 ( 1. 43%)、 造纸和纸制品业 ( 0. 94%)
超标率较高; 噪声超标较为普遍, 家具制造业

(12. 51%)、 金属制品业 (10. 36%) 的超标率较高。
不同规模、 不同行业企业间危害因素场所超标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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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家(%)]

　 　 企业类别 接害企业 　 　 粉尘 　 化学因素 　 噪声

规模

　 大 167 (1. 06) 148 (88. 62) 153 (91. 62) 158 (94. 61)

　 中 953 (6. 06) 759 (79. 64) 797 (83. 63) 850 (89. 19)

　 小 8
 

747 (55. 64) 6
 

375 (72. 88) 5
 

171 (59. 12) 7
 

303 (83. 49)

　 微 5
 

853 (37. 23) 3
 

902 (66. 67) 2
 

287 (39. 07) 4
 

650 (79. 45)

χ2 /趋势 χ2 12
 

703. 337b 0. 090 0. 257 0. 075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行业

　 食品制造业 301 (1. 91) 214 (71. 10) 100 (33. 22) 208 (69. 10)

　 纺织服装、 服饰业 489 (3. 11) 418 (85. 48) 42 (8. 59) 413 (84. 46)

　 家具制造业 391 (2. 49) 370 (94. 63) 251 (64. 19) 353 (90. 28)

　 造纸和纸制品业 422 (2. 68) 239 (56. 64) 187 (44. 31) 360 (85. 3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05 (3. 21) 161 (31. 88) 429 (84. 95) 406 (80. 4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13 (5. 81) 672 (73. 60) 664 (72. 73) 681 (74. 5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
 

378 (8. 77) 933 (67. 71) 781 (56. 68) 1
 

100 (79. 8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32 (3. 38) 461 (86. 65) 148 (27. 82) 447 (84. 02)

　 金属制品业 2
 

507 (15. 95) 1
 

862 (74. 27) 1
 

146 (45. 71) 2
 

195 (87. 55)

　 通用设备制造业 2
 

294 (14. 59) 1
 

753 (76. 42) 1
 

216 (53. 01) 2
 

011 (87. 66)

　 专用设备制造业 1
 

388 (8. 83) 1
 

014 (73. 05) 770 (55. 48) 1
 

124 (80. 98)

　 汽车制造业 852 (5. 42) 582 (68. 31) 474 (55. 63) 768 (90. 1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75 (5. 57) 576 (65. 83) 585 (66. 86) 679 (77. 60)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18 (2. 66) 230 (55. 02) 329 (78. 71) 280 (66. 99)

　 其他行业a 2
 

455 (15. 62) 1
 

699 (69. 21) 1
 

286 (52. 38) 1
 

936 (78. 86)

合计 15
 

720 (100. 00) 11
 

184 (71. 15) 8
 

408 (53. 49) 12
 

961 (82. 45)

χ2 8
 

228. 947 767. 728 1
 

197. 38 335. 608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注: a, 企业数<300 家的行业总和, 表 2~ 4 中 “其他行业” 同; b, χ2 值。

表 2　 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开展情况 [家(%)]

企业类别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粉尘 化学因素 噪声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规模

　 大 162 (97. 01) 109 (67. 28) 137 (92. 57) 134 (97. 81) 149 (97. 39) 147 (98. 66) 153 (96. 84) 104 (67. 97)

　 中 874 (91. 71) 632 (72. 31) 684 (90. 12) 673 (98. 39) 708 (88. 83) 696 (98. 31) 767 (90. 24) 553 (72. 10)

　 小 5
 

588 (63. 88) 4
 

739 (84. 81) 4
 

069 (63. 83) 4
 

013 (98. 62) 3
 

338 (64. 55) 3
 

309 (99. 13) 4
 

773 (65. 36) 4
 

039 (84. 62)

　 微 1
 

363 (23. 29) 1
 

233 (90. 46) 983 (25. 19) 974 (99. 08) 577 (25. 23) 577 (100. 00) 1
 

119 (24. 06) 1
 

009 (90. 17)

趋势 χ2 0. 438 -0. 143 0. 414 -0. 020 0. 408 -0. 043 0. 436 -0. 138

P 0. 000 0. 000 0. 000 0. 124 0. 000 0. 003 0. 000 0. 000

行业

　 食品制造业 149 (49. 50) 127 (85. 23) 113 (52. 80) 112 (99. 12) 75 (75. 00) 75 (100. 00) 138 (66. 35) 120 (86. 96)

　 纺织服装、 服饰业 　 92 (18. 81) 　 89 (96. 74) 71 (16. 99) 70 (98. 59) 19 (45. 24) 19 (100. 00) 83 (20. 10) 81 (97. 59)

　 家具制造业 202 (51. 66) 150 (74. 26) 196 (52. 97) 190 (96. 94) 147 (58. 57) 143 (97. 28) 182 (51. 56) 136 (74. 73)

　 造纸和纸制品业 130 (30. 81) 101 (77. 69) 81 (33. 89) 80 (98. 77) 77 (41. 18) 74 (96. 10) 123 (34. 17) 97 (78. 8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72 (53. 86) 257 (94. 49) 80 (49. 69) 79 (98. 75) 235 (54. 78) 230 (97. 87) 229 (56. 40) 220 (96. 0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89 (75. 47) 640 (92. 89) 530 (78. 87) 520 (98. 11) 487 (73. 34) 484 (99. 38) 538 (79. 00) 502 (9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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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类别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粉尘 化学因素 噪声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检测企业 合格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00 (50. 80) 601 (85. 86) 518 (55. 52) 515 (99. 42) 395 (50. 58) 394 (99. 75) 618 (56. 18) 529 (85. 6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85 (53. 57) 252 (88. 42) 264 (57. 27) 260 (98. 48) 88 (59. 46) 88 (100. 00) 245 (54. 81) 218 (88. 98)

　 金属制品业 1
 

058 (42. 20) 825 (77. 98) 838 (45. 01) 821 (97. 97) 532 (46. 42) 529 (99. 44) 935 (42. 60) 720 (77. 0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
 

105 (48. 17) 923 (83. 53) 880 (50. 20) 869 (98. 75) 609 (50. 08) 605 (99. 34) 975 (48. 48) 808 (82. 87)

　 专用设备制造业 624 (44. 96) 529 (84. 78) 479 (47. 24) 476 (99. 37) 378 (49. 09) 375 (99. 21) 513 (45. 64) 442 (86. 16)

　 汽车制造业 545 (63. 97) 423 (77. 61) 398 (68. 38) 396 (99. 50) 352 (74. 26) 348 (98. 86) 499 (64. 97) 387 (77. 5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97 (56. 80) 420 (84. 51) 322 (55. 90) 315 (97. 83) 339 (57. 95) 335 (98. 82) 414 (60. 97) 351 (84. 78)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80 (66. 99) 251 (89. 64) 153 (66. 52) 152 (99. 35) 232 (70. 52) 232 (100. 00) 201 (71. 79) 176 (87. 56)

　 其他行业 1
 

359 (55. 36) 1
 

125 (82. 78) 950 (55. 92) 939 (98. 84) 807 (62. 75) 798 (98. 88) 1
 

119 (57. 80) 918 (82. 04)

合计 7
 

987 (50. 81) 6
 

713 (84. 05) 5
 

873 (52. 51) 5
 

794 (98. 65) 4
 

772 (56. 76) 4
 

729 (99. 10) 6
 

812 (52. 56) 5
 

705 (83. 75)

χ2 156. 029 584. 710 16. 767 316. 478 19. 835 691. 371 146. 852

P 0. 000 0. 000 0. 192 0. 000 0. 070 0. 000 0. 000

表 3　 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企业类别 检测点位 超标点位
超标率

(%)

粉尘 化学因素 噪声

检测点位 超标点位 超标率 (%) 检测点位 超标点位 超标率 (%) 检测点位 超标点位 超标率 (%)

规模

　 大 159
 

714 4
 

848 3. 04 30
 

881 216 0. 70 64
 

626 105 0. 16 64
 

207 4
 

527 7. 05

　 中 28
 

457 638 2. 24 3
 

947 17 0. 43 13
 

979 5 0. 04 10
 

531 616 5. 85

　 小 43
 

573 1
 

346 3. 09 7
 

024 39 0. 56 19
 

995 36 0. 18 16
 

554 1
 

271 7. 68

　 微 79
 

538 2
 

650 3. 33 17
 

474 140 0. 80 28
 

768 64 0. 22 33
 

296 2
 

446 7. 35

χ2 84. 612 8. 853 20. 255 36. 571

P 0. 000 0. 031 0. 000 0. 000

行业

　 食品制造业 2
 

788 97 3. 48 628 1 0. 16 614 0 0 1
 

546 96 6. 21

　 纺织服装、 服饰业 729 8 1. 10 248 1 0. 40 52 0 0 429 7 1. 63

　 家具制造业 3
 

834 245 6. 39 1
 

402 49 3. 50 977 14 1. 43 1
 

455 182 12. 5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
 

332 72 5. 41 220 1 0. 45 318 3 0. 94 794 68 8. 5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
 

118 48 1. 54 225 14 6. 22 1
 

539 9 0. 58 1
 

354 25 1. 8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
 

057 347 1. 50 3
 

026 22 0. 73 14
 

167 3 0. 02 5
 

864 322 5. 4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
 

055 286 2. 84 2
 

094 9 0. 43 3
 

429 1 0. 03 4
 

532 276 6. 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
 

766 129 3. 43 1
 

335 21 1. 57 849 0 0 1
 

582 108 6. 83

　 金属制品业 15
 

209 749 4. 92 4
 

151 27 0. 65 4
 

208 12 0. 29 6
 

850 710 10. 3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
 

837 576 3. 42 3
 

989 25 0. 63 4
 

851 7 0. 14 7
 

997 544 6. 80

　 专用设备制造业 9
 

720 184 1. 89 1
 

960 4 0. 20 3
 

736 4 0. 11 4
 

024 176 4. 37

　 汽车制造业 15
 

303 579 3. 78 2
 

254 4 0. 18 6
 

255 14 0. 22 6
 

794 561 8. 2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
 

001 286 3. 18 1
 

710 12 0. 70 3
 

418 13 0. 38 3
 

873 261 6. 74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13

 

496 98 0. 73 1
 

124 1 0. 09 8
 

553 0 0 3
 

819 97 2. 54

　 其他行业 31
 

469 1
 

144 3. 64 6
 

515 25 0. 38 11
 

660 25 0. 21 13
 

294 1
 

094 8. 23

合计 128
 

245 3
 

704 2. 89 24
 

366 191 0. 78 52
 

966 80 0. 15 50
 

913 3
 

433 6. 74

χ2 942. 356 308. 187 181. 779 496. 009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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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15
 

720 家企业中用人单位

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相关培训的

培训率分别为 53. 58%、 52. 80%, 均存在随企业规模

下降而减少的趋势。 纺织服装、 服饰业, 造纸和纸制

品业, 金属制品业为企业两种人员培训率均较低的行

业。 见表 4。

表 4　 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企业类别
用人单位负责人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参加企业数 培训率 (%) 参加企业数 培训率 (%)

规模

　 大 150 89. 82 152 91. 02

　 中 839 88. 04 1883 89. 30

　 小 5
 

418 61. 94 5
 

414 61. 90

　 微 2
 

016 34. 44 851 32. 17

趋势 χ2 0. 320 0. 334

P 0. 000 0. 000

行业

　 食品制造业 175 58. 14 172 57. 14

　 纺织服装、 服饰业 126 25. 77 137 28. 02

　 家具制造业 177 45. 27 173 44. 25

　 造纸和纸制品业
 

158 37. 44 157 37. 2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83 56. 04 276 54. 6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74 73. 82 674 73. 8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09 51. 45 694 50. 3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2 58. 65 298 56. 02

　 金属制品业 1
 

143 45. 59 1
 

100 43. 8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
 

218 53. 10 1
 

216 53. 01

　 专用设备制造业 709 51. 08 682 49. 14

　 汽车制造业 538 63. 15 530 62. 2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536 61. 26 529 60. 46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85 68. 18 281 67. 22

　 其他行业 1
 

380 56. 21 1
 

381 56. 25

合计 8
 

423 53. 58 8
 

300 52. 80
χ2 532. 070 528. 650

P 0. 000 0. 000

3　 讨　 论

职业健康是 “健康上海” 建设的重要基础和组

成部分, 事关广大劳动者的健康福祉, 事关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大局。 本调查结果显示, 2020 年上海市

有 15
 

720 家企业存在 1 种或以上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 占比达到 90%以上; 与吉林

省、 天津市、 陕西省等地危害企业规模分布特点一

致[1-3] 。 上海市企业行业分布广泛, 覆盖制造业中 31
种类别, 其中, 传统优势制造业如金属制品业、 设备

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占据较大比重, 其职业危害也

较为严重; 粉尘、 化学因素和噪声的接触率均较高,
噪声接触较为普遍, 接触率 80% ~ 90%, 与江苏省东

台市结果较为一致[4] 。 除此之外, 随着产业升级,
高端制造业如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蓬勃发展, 其 2020 年工业总产值在制造业中居第二

位[5] , 而这些行业中化学毒物的接触率近 80%, 加

之新技术、 新工艺与新材料的应用也会带来新的职业

健康风险, 为今后的职业健康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需要引起广泛的重视。

本调查还显示, 2018—2020 年上海市仅有约

50%的接害企业开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 略

高于国内部分工业城市[6-7] , 距离 《国家职业病防治

规划 (2016—2020 年) 》 要求的 “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达到 80%以上” 存在一定差距。
在企业规模分布上, 小微企业的检测率较低, 超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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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的微型企业三年间从未开展过检测工作。 这与

同期调查的用人单位负责人及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相关

职业卫生培训率呈正相关。 提示企业负责人应对本单

位职业健康工作全面负责。 在开展检测的企业中, 最

近一次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均合格的企业在规模上呈现

倒置的特点, 其原因一方面大型企业工艺较为复杂,
生产设备集中,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较多, 超标

概率提升; 另一方面, 小微企业的检测率尚不能真实

反映企业危害因素接触水平。 作业点位超标率较 10 年

前有所下降[8] , 且低于国内其他省市统计指标[6] , 应

与 “十二五”、 “十三五” 期间上海市职业病危害源头

治理与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力度加大有关[9-10] 。
在行业分布上, 纺织服装、 服饰业与造纸和纸制

品业企业检测率分别为 18. 81%和 30. 81%, 主要原

因应为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多为小微型企业, 存在的粉

尘与噪声危害目前未得到企业管理者重视[11] 。 除此

之外, 金属制品业、 设备制造业企业的检测率也未达

到平均水平。 企业检测合格率较低的行业中, 除造纸

和纸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双率均较低, 家具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企业检测合格率也未达到平均水平。 进一

步对工作场所的检测值进行分析发现, 家具制造业中

粉尘、 化学因素及噪声三种危害因素的超标率均位居

前列,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粉尘、 化学因素超标

率较高,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化学因素、 噪声超标率较

高, 金属制品业噪声超标率较高, 这应与不同行业的

工艺流程、 接触危害因素种类有关。
在三种危害因素中, 噪声在不同行业、 不同规模

企业中的接触率最高, 而其检测率仅达到 52. 56%,
略高于国内其他城市[12-13] 。 噪声检测合格率明显低

于粉尘和化学因素, 一方面与 “十三五” 期间本市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关闭了部分工艺与设备落后的家

庭式小作坊、 小企业, 并积极开展粉尘与化学毒物的

专项治理工作有关; 另一方面, 由于工程设计、 设备

及工作场所空间限制, 噪声较难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同时国内噪声控制设备水平落后, 企业因成本核算的

原因不重视噪声治理, 使得噪声超标率居高不

下[14-15] 。 目前噪声导致的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上海

市主要的职业病[16] , 同时国内外各项研究均表明噪

声暴露也是高血压、 胆固醇升高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

危险因素[17-18] , 并且低于 85
 

dB 的噪声暴露水平也能

显著引起高血压患病率的升高[19] 。
本次调查是对上海全市工业企业进行的一项全覆

盖专项摸底调查, 通过对企业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检

测情况及职业卫生培训情况的调查, 全面了解上海市

职业病危害分布以及职业病防治工作现状。 根据调查

结果, 现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聚焦本市职业病危害

严重的重点行业, 如金属制品业、 设备制造业、 汽车

制造业等, 持续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和专项治

理; 开展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如噪声防治技术的专项

调查研究, 解决防治难点问题; 推进包括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和现代农业等新兴产业职业人群

职业病危害监测与风险评估。 其次, 针对企业职业卫

生培训率、 作业场所检测率较低的地区、 行业, 开展

职业卫生监督整治工作, 加强 《职业病防治法》 的

宣传与监督执法力度, 提升企业与劳动者对职业病防

治知识的认识, 充分发挥企业职业病防治的主体责

任。 第三, 加强对小微企业职业卫生服务指导、 扶持

力度, 借助监督管理和各级职业卫生服务的力量, 建

立点对点的指导方式, 实现小微企业职业卫生工作从

无到有的突破, 确保职业健康管理工作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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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侧股骨头骨质密度不均匀增高, 内见囊状低密度影,
骨皮质中断、 髋关节关节面欠光整, 双侧股骨头稍变扁;
左髂骨耳部见不均匀密度增高影; 左股骨转子间术后改变。

图 2　 患者髓芯减压术后 CT 影像

　 　 左肱骨头皮质下见数个大小不一囊变区, 部分周围见

环形硬化带, 肱骨头未见变扁; 右肱骨头皮质下囊变区及

硬化带较前相仿, 肱骨头形态稍变扁。

图 3　 患者术后半年肱骨 CT 影像

2　 讨　 论

缺血性骨坏死是由于各种病因导致的骨组织失去

血液供应或发生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骨细胞死亡和骨

组织结构破坏, 也称无菌性骨坏死。 目前认为使用糖

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剂及酗酒、 减压病、 脂代谢紊乱

等是骨坏死的常见危险因素[2-3] 。 根据临床症状, 结

合 MRI、 X 线影像、 CT 扫描征象、 放射性核素及骨

组织活检病理诊断等辅助检查即可做出相应的诊断,
并根据骨坏死的进展情况选择手术或保守疗法。

糖皮质激素引起的骨坏死有各种学说, 如脂质代

谢紊乱, 凝血功能异常致血栓倾向, 血管炎, 骨髓基

质干细胞脂肪增多、 增生及肥大压迫血管、 骨髓静脉

压高等。 研究发现, 糖皮质激素可以破坏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的正常分化能力, 加速成脂分化, 抑制成骨分

化, 还可以导致骨微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及降低成血

管能力, 加速凋亡, 进一步损害细胞的修复作用[4-5] 。
也有学者认为, 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引发的股骨头坏死

存在基因多态性的不同, 并据此提出了遗传易感性学

说[6] 。 Kang 等[7]研究证实, 8 例因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

出现进展性无症状股骨头坏死患者中, 3 例在观察期间

退出激素治疗, 但症状依然进展, 表明股骨头坏死的进

展与糖皮质激素持续使用时间并无明显相关性。
应用糖皮质激素导致的骨损害常见为单侧或双侧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本例患者停用糖皮质激素后同时

引起股骨头、 肱骨头、 胫骨近端、 股骨远端等多个大

关节缺血坏死, 极为罕见。 本病例为青年男性, 既往

体健, 无家族遗传病史、 个人病史, 无饮酒、 吸烟嗜

好, 故考虑其发病为糖皮质激素所致。 糖皮质激素为三

氯乙烯药疹样皮炎的主要治疗手段, 且治疗时间常超过

1 个月, 在控制病情的情况下, 建议尽可能减少糖皮质

激素的使用时间和剂量[1] , 避免骨坏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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