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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16—2022 年昆山市共报告疑似职业病 410 例,
检出率 0. 035% (410 / 1

 

172
 

407), 不同年份检出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 01); 疑似职业病病例涉及 6 类 13 种职业病,
其中以职业性噪声聋占比最高 (321 例, 78. 29%)。 病例集中

在制造业 (378 例, 92. 20%), 中、 小型企业 (84. 39%)。 申

请职业病诊断的 205 人中确诊职业病 145 例。 提示制造业和

中、 小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为昆山市职业病监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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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制造业发达, 工业企业数量众多, 职业病

危害因素分布广泛。 职业健康检查是发现疑似职业病

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将对 2016—2022 年昆山市疑似

职业病病例分布特征及其诊断情况进行分析, 为本市

职业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从江苏省职业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

收集 2016—2022 年昆山市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资料,
依托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收集

2016—2022 年昆山市报告的疑似职业病病例资料。
职业病确诊病例追踪截止时间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 2　 方法　 将收集的来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疑似

职业病报告卡和来自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业病报告

卡, 分别建立数据库并数据匹配, 分析疑似职业病检

出率和职业病确诊率。 整理不同年份、 病种、 行业、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等信息, 比较分析疑似职业病病

例分布检出率及职业病诊断情况。
企业行业、 规模、 经济类型分别依据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 《统计上大中小微

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

类型的规定》 (国统字[2011]86 号) 进行划分。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2016—2022 年昆山市职业健康检查

1
 

172
 

407 人, 报告疑似职业病 410 例, 检出率

0. 035%。 其中, 男 351 例、 女 59 例; 发病年龄 25 ~
66(47. 93±7. 99) 岁;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检出 369 例

(90. 0%)、 职业病诊断机构检出 41 例 ( 10. 00%)。
2016—2022 年分别报告疑似职业病 35、 56、 40、 60、
57、 85、 77 例, 检出率依次为 23. 66 / 万、 25. 41 / 万、
7. 16/ 万、 2. 15/ 万、 2. 11/ 万、 3. 08/ 万、 3. 02/ 万, 不同

年份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528. 4, P<0. 01)。
2. 2　 病种分布 　 410 例疑似职业病病例涉及 6 大类

13 种职业病, 其中疑似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321
例 (78. 29%), 均为职业性噪声聋; 疑似职业性化学

中毒 41 例 (10. 00%), 主要为职业性苯中毒; 疑似

职业性尘肺病 38 例 (9. 27%), 以煤工尘肺、 电焊工

尘肺为主; 疑似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8 例 (1. 95%),
均为职业性中暑; 疑似职业性肿瘤 1 例 ( 0. 24%),
为职业性苯所致白血病; 疑似职业性眼病 1 例

(0. 24%), 为职业性电光性眼炎。
2. 3　 企业规模分布　 小型企业检出疑似职业病病例

数最多, 188 例 ( 45. 85%), 以职业性噪声聋为主

(133 例, 70. 74%), 其次为职业性尘肺病 ( 30 例,
15. 96%); 中型企业检出 158 例 (38. 54%), 以职业

性噪声聋为主 (132 例, 83. 54%), 其次为职业性苯

中 毒 ( 21 例, 13. 29%); 大 型 企 业 检 出 28 例

(6. 83%), 以职业性噪声聋为主 (26 例, 92. 86%);
微型企业检出 36 例 (8. 78%), 以职业性噪声聋为主

(30 例, 83. 33%)。
2. 4　 行业分布 　 疑似职业病病例涉及 8 大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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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以制造业检出最多, 378 例 (92. 20%), 以职

业性 噪 声 聋 为 主; 其 次 为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17 例

(4. 1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 例 ( 1. 46%);
租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4 例 ( 0. 98%); 采 矿 业 2 例

(0. 49%); 房地产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各 1 例 (0. 24%)。
2. 5　 经济类型分布　 涉及 3 大类 13 小类, 其中, 内

资企业 225 家(54. 88%), 以私营企业(200家)为主;
外商投资企业 117 家(28. 54%); 港、 澳、 台商投资

企业 68 家(16. 58%), 以港、 澳、 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50家)为主。
2. 6　 疑似职业病病例确诊情况 　 410 例疑似职业病

病例中 205 例申请了职业病诊断, 其中 145 例确诊为

职业病, 确诊率 35. 37% ( 145 / 410)。 2016—2022 年

昆山市疑似职业病确诊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图 1), 不

同年份疑似职业病确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52. 165, P<0. 01)。

图 1　 2016—2022 年昆山市疑似职业病确诊率

以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确诊率最高, 为 62. 50%;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和尘肺病的确诊率分别为

37. 07%和 21. 05%, 无职业性肿瘤和职业性眼病确诊

病例; 不同病种间职业病确诊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χ2 = 10. 896, P = 0. 053)。 疑似职业病确诊率

大型企业 60. 71%、 中型企业 37. 34%、 小型企业

30. 32%、 微型企业 33. 33%, 不同规模企业间确诊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10. 3, P = 0. 016)。 制造业

疑似职业病确诊率 37. 04%、 批发和零售业 17. 6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5. 00%, 不同行业间确诊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χ2 = 8. 038, P = 0. 09)。 内资企业疑

似职业病确诊率 26. 22%, 外商投资企业 47. 01%,
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 45. 59%,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

间确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8. 276, P<0. 01)。
公立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疑似职业病确诊率 (38. 05%)
较私立机构(32. 68%)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1. 291, P= 0. 256)。

3　 讨　 论

2016—2022 年昆山市共报告疑似职业病 410 例,
涉及 6 大类 13 种职业病, 以疑似职业性噪声聋为主,
其次为疑似职业性化学中毒和尘肺病, 与江苏省疑似

职业病检出情况相似[1] 。 不同年份报告的疑似职业病

病例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而检出率总体呈下降趋

势, 提示近年来昆山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落实良好。
2020 年报告的疑似职业病病例数低于 2019 年, 可能

与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企业暂停生产活动

有关, 2021、 2022 年报告的病例数有所回升与企业

复工复产有关。
2016—2022 年昆山市疑似职业病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 以中、 小型企业为主, 占 84. 39%。 疑似职业

病确诊率 35. 37%, 高于广东省 ( 19. 5%)、 广州市

(17. 5%)、 成都市(11. 9%)及贵州省(5. 28%)疑似职

业病确诊率[2-5] , 低于湖州市(48. 14%) [6] 。 分析疑似

职业病确诊率普遍不高而疑似职业病未申请诊断率较

高的可能原因: (1)劳动者自我防护意识不强或担心

失业而主动放弃职业病诊断; (2)法律未明确规定疑

似职业病申请职业病诊断的时限, 部分用人单位未及

时提交职业病诊断; (3)疑似职业病的界定标准未统

一, 劳动者只有异地疑似职业病检查结果但无正式的

职业病诊断证明结论时, 无法判定为职业病[7] 。 本调

查显示, 昆山市企业噪声危害严重, 应重点关注制造

业等行业的职业健康检查, 进一步强化中、 小型企业

和私营企业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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