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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分析

石景山区职业健康检查个案、 职业病报告及尘肺病随访等信

息。 结果显示, 石景山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矽尘、 噪声、
苯系物; 噪声作业工人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升高者血压异常检

出率升高 (P<0. 05); 建筑业工人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升高率高

于其他行业 (P<0. 05); 制造业接触矽尘作业人员肺功能异常

率高于采矿业及建筑业 (P<0. 05); 尘肺合并症和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病率均较 2021 年有所升高。 提示应加强对石景山区

重点行业、 重点人群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及劳动

者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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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职业病监测可通过对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分析, 评估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对健康的影响, 明

确辖区内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重点行业、 重点岗位、 重

点人群, 发现职业病防治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为加

强辖区职业卫生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2022 年“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信息系统”网络直报的职业健康检查个案、 职业病

报告及尘肺病随访信息。
1. 2　 方法　 由网络直报系统导出职业健康检查个案

资料、 职业病新发病例及随访信息后对体检结果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 企业经济类型、 规模和行业划分分别

依据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国统字

[2011] 86 号)、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 T
 

4754—2017)。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录入数据, SPSS

 

19. 0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

概率法,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2022 年职业健康检查 4
 

162 人, 其

中岗前体检 68 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3 人; 在岗期间

体检 4
 

023 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6 人; 离岗体检 71
人, 均未检出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 劳动者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见表 1。

表 1　 2022 年石景山区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人]

职业病危害因素 体检 职业禁忌证

粉尘

　 矽尘 2
 

181 2

　 电焊烟尘 365 0

　 其他粉尘 217 0

小计 2
 

763 2

物理因素

　 噪声 1
 

750 3

　 高温 751 1

小计 2
 

501 4

化学因素

　 苯 239 1

　 甲苯、 二甲苯 254 1

　 锰及其化合物 228 0

　 氨 368 0

　 氮氧化物 411 0

　 溶剂汽油 242 0

　 氯化氢及盐酸 116 0

　 硫酸及三氧化硫 65 0

　 臭氧 157 0

　 异氰酸甲酯 59 1

合计 2
 

139 3

2. 2　 常规监测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包括血压、
心电图、 血常规、 尿常规、 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X 线胸片、 肺功能等, 结果见表 2。 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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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 心电图、 尿常规、 ALT 等常规指标检查的

1
 

157 名噪声作业者中,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升高者血

压异常检出率显著高于听阈正常者 (χ2 = 18. 238, P =
0. 000)。 见表 3。

表 2　 2022 年石景山区劳动者在岗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人]

检查项目 体检 异常 检出率 (%)

血压 4
 

159 662 15. 92

心电图 2
 

811 477 16. 97

ALT 2
 

706 227 8. 39

X 线胸片 2
 

174 5 0. 23

血常规

　 Hb 2
 

708 145 5. 35

　 WBC 2
 

708 120 4. 43

　 N 2
 

708 43 1. 59

　 PLT 2
 

708 115 4. 25

小计 274 18. 92

尿常规

　 蛋白 2
 

708 67 2. 47

　 WBC 2
 

316 104 4. 49

　 酮体 2
 

143 87 4. 06

小计 160 16. 36

肺功能

　 FVC% 3
 

125 225 7. 20

　 FEV1. 0 % 3
 

125 181 5. 79

　 FEV1. 0 / FVC% 3
 

125 99 3. 17

小计 298 9. 62

　 注: FVC—用力肺活量; FEV1. 0 —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 0 /
FVC—用力肺活量 1 秒率。 血常规、 尿常规、 肺功能小计数为多项指

标综合分析异常数。

2. 3　 粉尘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石景山区

2
 

763 名接尘者中岗前体检 20 人、 在岗体检 2
 

725
人、 离岗体检 18 人, 除在岗体检检出 2 例职业禁忌

证外, 均未检出疑似职业病。
粉尘作业以接触矽尘者最多, 共 2

 

181 人, 在岗

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 2
 

172 人, 以采矿业为主。 制造

业工人肺功能 FVC%异常率高于采矿业和建筑业 (χ2

= 10. 900, P = 0. 005), 主要分布在内资大型企业,
以男性为主, 10 ~ <20 年工龄组 FVC%异常率显著高

于其他工龄组 (χ2 = 40. 788, P= 0. 000)。 见表 4。
2. 4　 苯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239 名接苯作

业者中岗前体检 21 人, 检出 1 例职业禁忌证; 在岗

体检 211 人和离岗体检 7 人均未检出职业禁忌证和疑

似职业病。
在岗和离岗体检检出 WBC 降低 4 人、 N 降低 3

人。 接苯行业主要为采矿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

业, 多为内资企业, 以男性工人为主。
2. 5　 噪声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噪声作业

1
 

750 人中岗前体检 31 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1 例; 在

岗体检 1
 

674 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2 例; 离岗体检 45
人, 未检出疑似职业病。

在岗和离岗体检人员有 121 人双耳高频平均听阈

≥40
 

dB, 占 7. 04% (121 / 1
 

719)。 主要分布在采矿

业, 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其中建筑业工人双耳高频听

阈升高率高于其他行业 ( χ2 = 51. 312, P<0. 05), 企

业规模以大型和小微型企业为主, 工龄>35 年人群双

耳高频听阈升高率最高 ( χ2 = 18. 448, P<0. 05), 且

工人双耳高频听阈升高率随工龄增长而升高 ( χ2 =
13. 769, P= 0. 000)。 见表 5。

表 3　 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群常规检查结果[人]

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
组别　 　

心电图 血压 ALT 尿常规

正常 异常 异常率(%) 正常 异常 异常率(%) 正常 异常 异常率 (%) 正常 异常 异常率(%)

苯 血常规正常 153 61 28. 50 145 69 32. 24 178 36 16. 82 199 15 7. 01

血常规异常 2 2 50. 00 3 1 25. 00 4 0 0 4 0 0

小计 155 63 28. 90 148 70 32. 11 182 36 16. 51 203 15 6. 88

噪声 高频听阈正常 1
 

045 52 4. 74 983 114 10. 39 989 108 9. 85 976 121 11. 03

高频听阈异常 54 6 10. 00 43 17 28. 33a 53 7 11. 67 59 1 1. 67

小计 1
 

099 58 5. 01 1
 

026 131 11. 32 1
 

042 115 9. 94 1
 

035 122 10. 54

矽尘 肺功能正常 1
 

834 315 14. 66 1
 

832 317 14. 75 — — — —

肺功能异常 20 3 13. 04 17 6 26. 09 — — — —

小计 1
 

854 318 14. 64 1
 

849 323 14. 87 — — — —

　 　 注: a, 与高频平均听阈正常组比较, P<0. 05。 “—”, 检查结果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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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2 年石景山区接触矽尘作业者在岗和离岗体检肺功能检查结果 [人]

类别
FVC% FEV1. 0 % FEV1. 0 / FVC%

≥80 <80 异常率 (%) ≥70 <70 异常率 (%) ≥70 <70 异常率 (%)

行业

　 采矿业 1
 

425 500 25. 97 1
 

921 4 0. 21 1
 

925 0 0
　 制造业 10 13 56. 52a 23 0 0 23 0 0
　 建筑业 166 58 25. 89 222 2 0. 89 223 1 0. 45
企业规模

　 大型 1
 

581 558 26. 09 2
 

133 6 0. 28 2
 

138 1 0. 05
　 小型 20 13 39. 39 33 0 0 33 0 0
性别

　 男 1
 

523 543 26. 28 2
 

061 5 0. 24 2
 

066 0 0
　 女 78 28 26. 42 105 1 0. 94 105 1 0. 94
工龄 (年)
　 <10 325 91 21. 88 415 1 0. 24 416 0 0
　 10 ~ <20 567 285 33. 45a 851 1 0. 12 851 1 0. 12
　 20 ~ 30 477 115 19. 43 589 3 0. 51 592 0 0
　 >30 232 80 25. 64 311 1 0. 32 312 0 0
合计 1

 

601 571 26. 29 2
 

166 6 0. 28 2
 

171 1 0. 05

　 　 注: a, 与同类别其他亚组比较, P<0. 05。

表 5　 2022 年石景山区接触噪声作业者在岗和离岗体检

听力损失检查结果 [人]

　 　 类别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dB)

<40 ≥40

听阈升高

率(%)

行业

　 采矿业 497 30 5. 69
　 制造业 179 10 5. 29
　 电力、 热力、 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271 24 8. 14

　 建筑业 240 46 16. 08a

　 批发和零售业 227 6 2. 58
　 其他 184 5 2. 65
企业类型

　 内资 1
 

543 118 7. 10
　 外商投资 55 3 5. 17
企业规模

　 大型 1
 

064 106 9. 06a

　 中型 130 4 2. 99
　 小微型 404 11 2. 65
工龄(年)
　 <15 1

 

025 64 5. 88
　 15 ~ <25 249 15 5. 68
　 25 ~ 35 279 32 10. 29a

　 >35 45 10 18. 18a

合计 1
 

598 121 7. 04

　 　 注: 批发和零售业与其他行业合并统计; a, 与同类别其他亚组

比较, P<0. 05。

2. 6　 职业病报告 　 2022 年石景山区共上报 10 例职

业病病例, 其中尘肺病晋级病例 5 例、 尘肺新发病例

(均为矽肺) 3 例、 噪声聋 1 例、 中暑 1 例。 3 例矽

肺病例均来自国有大型采矿业企业, 接尘工龄均>5
年, 平均接尘工龄 22. 6 年。

2. 7　 职业性尘肺病随访 　 对 2022 年存活及新诊断

的 156 例尘肺病例进行随访, 死亡 7 例、 失访 14 例,
随访率 91. 03%, 尘肺病例存活率 95. 07% ( 135 /
142)。 135 例存活病例中 77 例出现尘肺合并症

( 57. 04%), 主 要 为 肺 及 支 气 管 感 染 ( 70 例,
90. 91%)、 肺心病 (14 例, 18. 18%) 和肺结核 ( 5
例, 6. 49%); 22 例既往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占 28. 57%。 与 2021 年随访结果相比[1] ,
尘肺病例合并症(45. 39%)与 COPD(15. 60%)患病率

均有所升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石景山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矽尘、 噪声、 苯

系物,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亦不可忽视, 如接触异氰

酸甲酯、 甲苯、 二甲苯岗位均检出职业禁忌证。
辖区内劳动者一般常规项目检查中, 血压、 心电

图异常检出率较高。 本调查发现, 接噪人群双耳高频

平均听阈升高组的血压异常检出率明显升高, 而接尘

作业肺功能异常者心电图和血压异常检出率未见

增高。
分析发现, 石景山区接尘作业者肺功能异常率制

造业高于采矿业及建筑业, 主要为水泥制品及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业, 均为小型企业, 与吴玺等[2] 研

究结果相似。 工龄 10 ~ <20 年者肺功能异常率较高,
提示用人单位应加强该工龄段劳动者的健康监护。

石景山区苯作业者较少, 主要分布在铁矿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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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石油制品批发等行业。 调查

发现, 石油制品批发行业接苯者为加油站加油工, 接

苯浓度极低; 铁矿采选、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行业

线圈工主要在维修电机中接触苯, 工作场所的苯浓度

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限。 李敏嫣等[3] 认为, 低浓度

苯接触仍有致癌风险, 建议在职业健康监护中增加接

苯作业者生物标志物的检测[4], 明确职业暴露风险。
噪声作业者双耳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以建筑业最

高。 由于该行业人员流动性大, 工作场所不固定, 且

多为短期施工, 监管难度大。 工龄≥25 年组双耳高

频平均听阈升高率高于 < 25 年组, 且随着接噪工龄

的增加, 双耳高频听阈异常检出率有升高趋势。 本调

查提示应加强对石景山区重点行业、 重点人群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及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
降低职业病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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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60—2022 年呼伦贝尔市报告职业性尘肺病 668
例, 现患 408 例。 发病地区集中在鄂温克族自治旗, 以煤工尘

肺 (79. 94%, 534 / 668) 为主, 病例平均接尘工龄 ( 21. 09 ±
7. 34) 年, 主要分布在采矿业, 享受工伤保险患者 361 例

(88. 48%, 361 / 408)。 提示呼伦贝尔市应针对重点地区、 重点

行业及工种加强职业性尘肺病防治的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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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具有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 为探讨该

市职业性尘肺病病例发病特点、 变化趋势和规律, 我

们对 1960—2022 年呼伦贝尔市 668 例职业性尘肺病

发病情况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以 1960—2022 年已报告的 668 例职

业性尘肺病病例为研究对象。 2006 年之前诊断的职

业性尘肺病病例资料通过职业病诊断机构、 用人单

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留存的历年职业性尘肺

病诊断原始资料获取, 2006—2022 年病例资料通过

“中国疾病控制信息系统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信息系统” 导出。
1. 2　 方法　 获取基础数据并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
包括病例基本信息、 用人单位信息、 工作情况 (工

种、 接尘工龄)、 职业性尘肺病诊断 (尘肺病种类、
期别、 诊断时间)、 医疗保障待遇等。

尘肺患者诊断及分期依据 《尘肺的 X 线诊断》
(GB

 

5906—1986)、 《尘肺病诊断标准》 ( GBZ
 

70—
1997, 2002, 2009, 2015), 尘肺病种类按 《职业病

分类和目录》 ( 2013 年) 分类, 企业行业类型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 划分。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

整理, SPSS
 

20. 0 软件对各研究维度相关因素进行统

计分析, 定量且符合正态分布资料用 x±s 表示, 定性

资料用构成比(%) 表示。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共收集 668 例职业性尘肺病病例资

料, 男 646 例、 女 22 例。 现患 408 例(61. 08%)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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