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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至 2008 年上海市松江区工业企业职业伤害流行病学调查 

倪建华，黄丽，严卫军，李晋麟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松江区职业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利

用伤害信息监测系统，收集该区 2006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期间职业伤害信息，分析其性别、年龄、伤害部位、

伤害原因等流行病学特征。 ［结果］  3年职业伤害发生率为20.33‰，死亡率为7.75/10万。18~40岁年龄组的职业伤害

占 75.24%。位列职业伤害部位前四位的为上肢、踝及脚、下肢和面额部，分别占 36.63%，22.19%，20.42%和 14.73%。居

职业伤害原因前三位的依次是物体打击、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分别占 59.63%，20.49%和16.71%。 ［结论］ 该区职业

伤害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针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的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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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6-2008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NI Jian-hua, HUANG Li, YAN Wei-jun, LI Jin-lin（Songjiang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interference measures. ［Methods］ Occupational injuries 

occurred during January 2006 to December 2008 were analyzed by sex, age, injury site and injury type, using injury observation 

system. ［Results］ The three years occurence rate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were 20.33 ‰ , and the mortality was 7.75/105. The 

highest occurence rate of injuries（75.24% ）was in the group aged between 18 and 40. The major parts of injury were upperlimb

（36.63%）, ankle（22.19%）, lowerlimb（20.42%）, and face（14.73%）respectively. The main causes of accidents were struck by 

objects（59.63%）, mechanical equipment injuries（20.49%）, and fall from higher place（16.71%）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eleva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ccording to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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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由于信息系统有上海和全国两个版本，所以按照《企业职

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 6441—86）职业伤害特征等的分类，

将松江区伤害信息监测系统中的伤害特征进行统一整理和编

码。在这 3 年期间，松江区工矿企业从业人员人口数来自各镇、

街道政府工业贸易管理办公室，2006、2007、2008 年的企业数

分别为 3 765 家，4 295 家和 4 681 家。

1.2   职业伤害标准

职业伤害指职工在日常生产操作或检修过程中发生事故

而受伤。根据临床诊断，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GB 6441—86），对发生职业伤害的受伤部位和受伤性质进行

分类。以《职工工伤与职业病残程度鉴定》（GB/T 16180—1996）

为伤害程度分类标准。

1.3   统计方法

使用伤害信息管理系统建立 Access 数据库，以 SPSS 13.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06~2008 年间该区共报告职业伤害 25 799 例，其就诊率

分别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47%、二级医疗机构 86.53%。其中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职业伤害

死亡和伤残日趋受到广泛关注，职业伤害已成为职业人群中重

要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仅在 2005 年，我国大陆共发生各类工伤

事故 727 945 起，死亡 126 760 人［1］。为全面掌握上海市松江区工

矿企业职业性伤害的分布特征和发生规律，为开展职业伤害的

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拟利用上海市松江区建立的

覆盖全区二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伤害信息监测体

系，对该区 2006~2008 年间发生的职业伤害进行流行病学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利用上海市松江区伤害信息监测系统，全区所有的二级综

合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安装该信息监测系统，收集

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信息系统报告的

职业伤害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等一般情况，伤害的发生原

因、时间等基本情况；伤害的性质、部位和严重程度等临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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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轻微伤为主，发生 23 945 例，占 92.81%，中等伤 1 773 例，

占 6.87%，严重伤 79 例，占 0.31%，仅发生 2 例伤害死亡，死亡

率仅为 7.75/10万。职业伤害的千人发生率由 2006 年的 14.82‰

上升到 2008 年的 26.87‰，见表 1。

表1   2006年至2008年职业伤害发生情况
Table 1   The occurrence rate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6 to 2008

年份
Year

职工人数
No. of workers

伤害例数
No. of injuries

发生率（‰）
Occurence rate

伤害程度（Injury degree）

轻微（Slight injury） 中等（Moderate injury） 严重（Seriously injury） 死亡（Death）

2006 361 001 5 351 14.82 5 029 293 29 0

2007 446 204 8 400 18.83 7 862 509 27 2

2008 461 626 12 048 26.87 11 054 971 23 0

2.2   职业伤害人群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分布

在 3 年共报告的 25 799 例职业伤害中，男性 22 266 例，占 

86.31%；女性 3 533 例，占 13.69%；男 : 女性别比为 6.30 : 1。

职业伤害年龄段在 16~65 岁之间，平均（32.55±10.77）岁；

其中 18~40 岁年龄组占 75.24%。发生职业伤害的非本市户籍

人员 20 606 例，占 79.87%；本市户籍者 5 193 例，占 20.13%。

职业伤害人群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占 77.16%，高中占

19.36%，大专以上占 2.01%，文盲及半文盲占 1.46%。

2.3   职业伤害的时间分布

从月份分布看，三年间发生职业伤害例数以 2 月份 1 552

例，占 6.02% 为最少，以 8 月份 3 925 例，占 15.21% 为最高。其

中伤害部位主要以上肢和面额部为主，占 58.64%。伤害性质以

割擦刺伤、挫轧压伤为主，占 82.57%。从工作日 24 h 分布来看，

9: 00~11: 00（138 例，33.65% ）为高峰；其中伤害部位主要以

上、下肢为主，占 61.47%；伤害性质以割擦刺伤、挫轧压伤为

主，占 84.15%。15: 00~17: 00（72 例，17.56%）为次高峰。一周

工作日分布中，周五较高，占 16.52%；周一较低，占 12.38%。

2.4   职业伤害的受伤部位和原因

居伤害部位前四位的为上肢、踝及脚、下肢和面额部，

分 别 占 36.63%、22.19%、20.42% 和 14.73%，合 计 占 总 数 的

93.97%，伤害部位构成顺位见表 2。致职业伤害的前三位原

因依次是物体打击、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分别占 59.63%，

20.49% 和 16.71%，三者共占总数的 96.83%，见表 3。

表2   2006年至2008年松江区不同性别职业伤害部位构成比较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injury parts by sex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6 to 2008

伤害部位
Injury part

男（Male） 女（Female） 合计（Total）

例数
No. of cases

构成比（%）
Proportion

例数
No. of cases

构成比（%）
Proportion

例数
No. of cases

构成比（%）
Proportion

上肢
Upperlimb 8 024 36.04 1 427 40.39 9 451 36.63

踝及脚
Ankle and foot 4 786 21.49 940 26.61 5 726 22.19

下肢
Lowerlimb 4 580 20.57 689 19.50 5 269 20.42

面额部
Face 3 493 15.69 308 8.72 3 801 14.73

腕及手
Wrist and hand 578 2.60 92 2.60 670 2.60

腹部
Abdomen 298 1.34 39 1.10 337 1.31

胸部
Breast 253 1.14 12 0.34 265 1.03

脊柱
Spine 161 0.72 15 0.42 176 0.68

其他
Others 93 0.42 11 0.31 104 0.40

合计
Total 22 266 100.00 3 533 100.00 25 799 100.00

表3   2006年至2008年松江区不同性别职业伤害原因构成比较
Table 3   The proportion of causes of injury by sex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6 to 2008

受伤原因
Causes of injury

男（Male） 女（Female） 合计（Total）

例数
No. of cases

构成比（%）
Proportion

例数
No. of cases

构成比（%）
Proportion

例数
No. of cases

构成比（%）
Proportion

物体打击
Struck by object

13 329 59.86 2 054 58.14 15 383 59.63

机械伤害
Machinery-related

4 538 20.38 748 21.17 5 286 20.49

高处坠落
Fall

3 697 16.60 615 17.41 4 312 16.71

灼烫
Burn

418 1.88 62 1.75 480 1.86

中毒和窒息
Poisoning and 
asphyxia

259 1.16 48 1.36 307 1.19

其他伤害
Others

25 0.11 6 0.17 31 0.12

合计
Total

22 266 100.00 3 533 100.00 25 799 100.00

3   讨论
国内职业伤害研究范围大多是在化工、机械、建筑等特殊

行业开展，或者仅仅局限在小规模的开发区，而本次研究利用

覆盖该区所有二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伤害监测体

系，可以在较大的区域范围了解职业伤害的发生情况。从监测

数量来看，职业伤害就诊的处所以综合医疗结构为主，这可能

和上海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的定位有

关。松江区是上海市新型的工业化发展较快地区，居民因伤害

的标化潜在寿命损失年数超过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

疾病，居第一位［2］。本次研究显示，松江区职业伤害的发生率从

2006 年的 14.82‰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26.87‰，表明该区职业伤

害的危害程度上升较快，当然这也可能与伤害监测系统较为完

善，漏报较低有关。由于我国大陆缺少区（县）范围以上的职业

伤害发生率数据，同时可能存在职业伤害患者异地就诊等情况，

故无法与有关地区比较。但是，该区的职业伤害绝大多数属于

轻微伤，3 年中职业伤害仅发生 2 例伤害死亡，职业伤害死亡率

仅为 7.75/10 万，这和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7.40/10 万相当［3］。

该区职业伤害人群分布特征是男性远多于女性，男 : 女为

6.30 : 1；年龄分布集中于 18~40 岁的青壮年劳动人群，这些特

征与国内外的报告相一致［4-5］。本区是大量年轻劳动力输入地

区，从业人员年龄小、从业时间短者常常职业伤害发生率高，

这可能与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和事故处理经验以及自身文化程

度较低等有关。但职业伤害的严重性在于其造成的长期伤残和

死亡者是全人口中最具有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人，因而，从公共

卫生学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角度来说，职业伤害应该成为疾病

预防控制领域中值得优先重视的问题。
（下转第 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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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分布的规律来看，本区的职业伤害时间分布特点为

2 月份较少，8 月份较多；星期五较高，星期一最低；9 时至 11

时为高峰，15 时至 17 时为次高峰。虽然缺少发生职业伤害作

业场所环境因素的监测数据，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2 月份通

常多为农历春节期间，是生产淡季，而 8 月份是一年中最炎热

的月份，高温致使工人休息不好，情绪烦躁，易出现疲劳和注

意力不集中，因而导致职业伤害高发。上午、下午的两个高峰

时段均为离下班约 0.5 h，人的精神趋于疲乏，生理和心理上都

容易出现差错，从而导致各种职业伤害的发生频率显著增加，

提示工矿企业要加强这些重点时段的职业卫生管理。

研究表明，该区职业伤害的部位多数集中在四肢和面额

部，伤害原因以物体打击、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为主。由于该

信息监测系统缺少发生职业伤害的企业所属行业和类型信息，

所以无法分析本区职业伤害的行业分布特点。但从本区职业病

危害企业职业卫生建档的数据库来看，在本区工矿企业构成中

制造业、加工业占多数，因此职业伤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以机械

伤害为主。提示在开展作业场所职业伤害干预时要根据这些特

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特别要加强四肢和头面部的防护，这

些重点工种的从业人员应是安全生产的重点防护人群。

综上所述，本区职业伤害的发生情况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安全监管和劳动保护部门要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管和

指导，协助企业加强管理，制定有关安全操作规程。工矿企业

要将职业伤害防制纳入企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主动改

进生产技术和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安全教育和技能培

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防护和自我保护意识；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要将职业伤害纳入职业卫生工作范畴，协助企业开展作业

场所健康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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