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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从事家居装修工作 1 年多, 最近, 他无意中

发现手背出现几个白点, 但并未在意。 随着天气转

暖, 手腕、 前臂等部位也出现白点和白斑。 他怀疑患

了白癜风, 立刻到医院就诊。 皮肤科医生在详细询问

了病史和职业史后, 告诉他患的是职业性白斑而非白

癜风。

1　 职业性白斑为职业病

职业性白斑属于我国法定职业性皮肤病, 目前我

国已颁布了诊断标准[1] 。 虽然迄今为止, 职业性白斑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了, 但发病原因可以确定是人体在

接触某些化学物后导致的皮肤色素脱失。 经流行病学

调查、 临床病例资料积累总结和动物实验验证, 绝大

多数致病物是通过皮肤接触导致发病。 表现为接触致

病物的部位出现大小不一、 形状不规则的点状或片状

白斑, 除此之外无其他不适症状。 目前比较明确的致

病物质主要是含苯基酚类或烷基酚类的化学物, 一般

人体在接触 1 ~ 2 年或更长时间后发病。 近年来, 在

橡胶、 造漆、 石油化工、 合成树脂、 汽车、 木材加

工、 制鞋、 印刷、 医院清洁、 家居装修等行业都出现

了发病人群[2] , 职业性白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2　 如何鉴别职业性白斑与白癜风

职业性白斑与白癜风虽然症状相似, 但却是截然

不同的两种疾病。 首先, 病因不同, 白癜风发病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职业性白斑顾名思义与职业有关, 常

见于接触苯基酚类或烷基酚类等化学物的工作人员,
其病变程度与所接触化学物的剂量、 浓度、 时间、 方

式以及接触者个人体质密切相关[3] , 且存在同工种、
同样条件下多人发病的现象。 其次, 病变部位不同,

白癜风可出现在人体的任何部位, 常见于手指背、 腕

部、 前臂、 面部、 颈部、 生殖器及其周围; 职业性白

斑出现在直接接触或暴露于化学物的部位, 如手、 腕

部及前臂等。 第三, 预后不同, 职业性白斑预后较

好, 患者脱离接触或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大多会逐渐

好转, 恢复正常; 而白癜风并非如此。 临床上做好职

业性白斑与白癜风两种疾病的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因

为涉及劳动者是患普通疾病还是职业病(工伤) 的问

题。 由于两种疾病易相互混淆, 所以医师在询问病史

的时候应详细询问职业史, 认真做好体格检查, 必要

时需到工作现场进行职业史调查以明确诊断。

3　 职业性白斑的预后及预防

一旦确诊职业性白斑, 患者应避免继续接触致病

化合物, 必要时调离作业环境[4] 。 职业性白斑在治疗

方面与白癜风相似, 即通过刺激黑色素细胞再生黑色

素, 使皮肤恢复正常颜色, 常用药物有补骨脂类及其

衍生物、 氮芥和糖皮质激素等, 也可联合长波紫外线

局部照射。 此外, 心理因素、 日常生活也是影响预后

的关键因素。 患者应克服对疾病的焦虑情绪, 注意休

息, 多食清淡、 富含营养的食物, 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关于职业性白斑的预防, 一是劳动者作业时应做

好个人防护, 如配备头巾、 面罩、 工作服、 围裙、 套

袖、 手套、 胶鞋等个人防护用品, 污染后及时清洗,
下班应淋浴更衣, 更换污染衣服; 二是用人单位在存

在致病化学物质的车间或场所设置通风排毒设备, 保

持车间良好的通风状态; 三是劳动者一旦出现暴露部

位皮肤色素脱失或颜色变化, 应及时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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