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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至 2009 年上海市松江区职业病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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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市松江区 2000至 2009年职业病发病规律和特征，为进一步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以松江区2000至2009年确诊的职业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职业病种类、发病趋势和患者年龄分布等特征。 ［结

果］ 松江区 2000至 2009年间共发生 416例职业病。其中，职业性皮肤病病例数居首（144例），占总病例的 34.62%，病种

以化学性皮肤灼伤（139例）为主，其次为职业性皮炎（4例）；第二位为职业性眼病，为 78例，占总病例的 18.75%，以化

学性眼部灼伤（45例）和电光性眼炎（33例）为主；居第三和第四位的分别是慢性职业中毒 69例（16.59%）和尘肺 48例

（11.54%）。416例职业病患者中男性 322例，女性 94例。职业病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35.81岁，慢性职业中毒和尘肺的平

均发病年龄分别为 34.47岁和 44.52岁。尘肺病患者接尘工龄的中位数为 9.5年，尘肺病新发例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他

职业病发病人数 2006年之前逐年上升，之后略有下降。 ［结论］ 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是该区常见的职业病，应

加强接触化学危害因素工人的防护。重视高发的慢性职业中毒和尘肺病的预防控制，尤其应注意尘肺新发病例逐年增加

和低龄化的现象，加强粉尘作业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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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and provide further scientific basis for governmental occupational disease control policy developing. ［Methods］ 

All  confirmed diagnosed cas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Songji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were collected from 2000 to 2009 . The 

disease categories, morbidity trend and age distributio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416 patient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newly diagnosed in last ten years from 2000 to 2009. Total of 322 cases were males and 94 cases were females. The 

average age of all patients was 35.81 years old. Of all reported cases, 144 cases were diagnosed occupational dermatosis, and with 

78 cases were occupational ophthalmopathy, accounted for 34.62% and 18.75% respectively in total cases and ranked as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lace. There were 69 cases were chronic occupational poisoning（16.59 %）and 48 cases were pneumoconiosis

（11.54%）, shown as the third and fourth, with average ages of 34.47 and 44.52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was in an increasing trend before 2006 and turned decreasing after 2006. On the other hand, huge increasing trend was 

found in pneumoconiosis cases. The median of work age in pneumoconiosis cases was 9.5 years. ［Conclusion］ Further efforts 

should be put on the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ermatosis and occupational ophthalmopathy.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occupational poisoning and pneumoconiosis should also have emphasis on. With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diagnosed in younger 

age, pneumoconiosis deserved special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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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松江区建立了上海市郊区第一个

市级工业园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涉及职业危害的建设项目

工程逐渐增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也日益增多。

为掌握上海市松江区职业病发病状况，分析职业病分布特点

和发病规律，为制定职业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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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上海市松江区 2000 至 2009 年职业病报告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的 2000

至 2009 年确诊的该区职业病报告卡，所有职业病例均由上海

市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诊断。所有病例均同松江区

卫生监督所职业病资料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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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料分析

按照我国卫生部、劳动保障部 2002 年 4 月 18 日发布的《职

业病目录》（卫法监发［2002］108 号）名单［1］进行职业病种分类。

行业分类按照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02）［2］进行。依据全国统一的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卡对职

业病患者信息进行分类统计。用 SPSS 11.5 进行数据分析，并

用 Excel 2003 软件分析，获得发病人数变化趋势图中的移动平

均趋势线。

2   结果
2.1   职业病发病概况

2000 至 2009 年松江区共确诊职业病患者 416 例，以男性

为主，共 322 例（77.40%），女性 94 例（22.60%）。职业病患者

年龄主要分布在 20~68 岁，平均年龄 35.81 岁。10 年中发生的

职业病有 9 大类［1］，其中职业性皮肤病（144 例，占总病例数的

34.62%）和职业性眼病（78 例，占 18.75%）发病人数分别位于

前两位；慢性职业中毒（69 例，占 16.59%）和尘肺（48 例，占

11.54%）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10 年中发生的职业病共死亡

8 例，总病死率为 1.92%。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急性职业中

毒（43 例中死亡 5 例），病死率为 11.63%；另外 3 例分别是矽肺、

中暑和白血病患者。见表 1。

表1   2000至2009年松江区职业病患者分布情况
Table 1   Occurrenc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0-2009

职业病种类
Occupational diseases

发病例数
Cases

构成比（%）
Constituent ratio

死亡例数
Fatality

病死率（%）
Fatality rate

职业性皮肤病
Occupational dermatosis 144 34.62 0 0.00

职业性眼病
Occupational ophthalmopathy 78 18.75 0 0.00

慢性职业中毒
Chronic occupational poisoning 69 16.59 0 0.00

尘肺
Pneumoconiosis 48 11.54 1 2.08

急性职业中毒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43 10.34 5 11.63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duced 
by physical factors

24 5.77 1 4.17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Occupational diseases of ear，
nose，throat and oral

6 1.44 0 0.00

职业性肿瘤
Occupational tumors 3 0.72 1 33.33

其他职业病 
Other occupational diseases 1 0.24 0 0.00

合计（Total） 416 100.00 8 1.92

2.2   主要职业病的发病情况

2.2.1   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   2000 至 2009 年松江区共发

生 144 例职业性皮肤病。其中，139 例（占 96.53%）为化学性皮

肤灼伤、4 例为职业性皮炎、1 例为黑变病。发生职业性眼病共

78 例，其中电光性眼炎 33 例（42.31%）、化学性眼部灼伤 45 例

（57.69%）。

职业性皮肤病分布以化工（39 例）、轻工（17 例）和电子

（16 例）行业居多，分别占该类发病总数的 27.08%、11.81% 和

11.11%；其余散在分布于医药、冶金、船舶、机械、其他等行业。

78 例职业性眼病中，22 例分布于轻工行业，20 例分布于电子

行业，10 例分布于化工行业，构成比分别为 28.21%、25.64% 和

12.82%；其余 26 例散在分布于机械、建材、纺织、其他等行业。

2.2.2   急、慢性职业中毒   2000 至 2009 年松江区累计发生急、

慢性职业中毒 112 例，死亡 5 例。发生急性中毒性肝病 16 例，

均为有机溶剂所致；发生急性硫化氢中毒 13 例；急性甲苯中

毒 4 例。由苯引起的慢性职业中毒 62 例，占所有职业中毒病例

的 55.36%。5 例死亡病例均由急性硫化氢中毒引起。见表 2。

急性职业中毒主要集中在机械和化工行业，分别占该类总

病例数的 39.53% 和 34.88%；慢性职业中毒主要集中在轻工和

电子行业，分别占该类发病总数的 37.68% 和 18.84%。

表2   2000至2009年松江区急、慢性职业中毒患者分布情况
Table 2   Frequency of acute and chronic occupational poisonings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0-2009

职业中毒种类
Types

发病例数
Cases

构成比（%）
Constituent ratio

死亡例数
Death

急性中毒性肝病
Acute toxic hepatopathy 16 14.29 0

急性硫化氢中毒
Acute hydrogen sulfide poisoning 13 11.61 5

急性甲苯中毒
Acute toluene poisoning 4 3.57 0

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

Other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s 4 3.57 0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中毒
Carbamate pesticides poisoning 2 1.79 0

急性氮氧化合物中毒
Acute nitrogen oxide poisoning 2 1.79 0

急性苯中毒
Acute benzene poisoning 1 0.89 0

急性二氧化硫中毒
Acute sulfur dioxide poisoning 1 0.89 0

慢性铅中毒
Chronic lead poisoning 1 0.89 0

慢性中毒性肝病
Chronic toxic hepatopathy 6 5.36 0

慢性苯中毒
Chronic benzene poisoning 62 55.36 0

合计（Total） 112 100.00 5

［注］*：指职业病目录名单中“根据《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

准（总则）》可以诊断的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1］（“Other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s”refer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Acute 
Occupational Chemical Poisoning by Ministry of Health［1］）。

2.2.3   尘肺新发病例特点   2000 至 2009 年松江区共有尘肺新

发病例 48 例，涉及职业病目录 13 种尘肺中的 6 种。尘肺发病

以电焊工尘肺为主，共 21 例，占尘肺病例总数的 43.75%；其

次是矽肺和铸工尘肺，分别占总尘肺病例的 25% 和 20.83%。

尘肺病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44.52 岁。接尘工龄最短为 1.5 年，

最长为 36 年，接尘工龄的中位数为 9.5 年，接尘工龄低于 5 年

的尘肺病人为 17 例，占 35.42%。见表 3。

尘肺病人主要分布在机械、建材和地质矿产行业，分别占

尘肺病例总数的 64.58%，14.58% 和 10.42%。电焊工尘肺多集

中于机械行业，矽肺病例主要分布在建材行业，以型砂工、凿

岩工和包装工等工种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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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职业病发病人数变化趋势

2000 年发生职业病 17 例，2003 年增长到 52 例，2006 年达

最高水平 67 例（占 10 年职业病总病例数的 16.26%），而后略

有下降，但是病例数仍处在较高水平（见图 1）。松江区 2000 至

2009 年间尘肺新发病例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见图 2）。

［注］中间虚线为按每 3年计算获得的移动平均趋势线（Dotted line 

showing the moving average calculated by every 3 years）
图1   2000至2009年松江区职业病发病例数趋势图

Figure 1   Tendency of occupational cas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0-2009

［注］中间虚线为按每 3年计算获得的移动平均趋势线（Dotted line 

showing the moving average calculated by every 3 years）
图2   2000至2009年松江区尘肺病发病例数趋势图

Figure 2   Tendency of pneumoconiosis cases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0-2009

3   讨论 
上海市松江区是上海西南的重要门户，拥有约 10 km2 的工

业园区。由于地理和环境优势，松江区企业数目在全市占有很

大的比例，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也较多，同时近年来流

动职业人群数量的增加也给职业病的防治造成一定的困难，松

江区职业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探讨该区职业

病的发生特点和规律，对于指导该区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有

针对性地提出防治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分析职业病病种分布情况可见，职业性皮肤病和职

业性眼病发生病例最多，分别占所有职业病病例的 34.62% 和

18.75%，说明该区不能忽视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性眼病的预防

和控制。分析结果表明，化学性皮肤灼伤和化学性眼部灼伤所

占比例较高（分别占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性眼病的 96.53% 和

57.69%），与上海市其他部分区县相似，这两种类型的职业病

为该区常见职业病［3］。由于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性眼病主要分

布于化工、轻工和电子行业，因此松江区应加强对上述三种行

业从事化学物品作业人员的岗前培训教育，使作业人员了解所

接触化学物品的职业危害以及防护与自救知识，掌握预防化学

性皮肤灼伤和化学性眼部灼伤的个体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分析结果显示，急性职业中毒中急性中毒性肝病、硫化氢

和甲苯中毒比例较高，且病例主要集中于机械、化工和建设行

业。其中，硫化氢中毒主要来自化学品生产及下水道污水处理

作业，中毒性肝病主要是有机溶剂所致。因此该区应加强对存

在硫化氢、甲苯和有机溶剂等危害因素的重点企业、重点行业

和工种的监管，从源头把关生产原料，并教育接触职业危害因

素的工人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

2000 至 2009 年间上海市松江区慢性职业中毒病例数仅次

于较常见的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性眼病，占所有职业病病例的

16.59%，说明应继续将慢性职业中毒的防治作为该区职业病防

治工作的重点。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苯中毒占所有急、慢性职

业中毒的 55.36%，且是慢性职业中毒的第一位高发病种，行业

集中在轻工和电子行业，提示该区应将苯作为今后职业卫生工

作中的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不仅要加强对轻工和电子行业的

主动监测，还要注意完善苯接触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和职

业卫生档案的管理制度。

从 2000 至 2009 年各年度发病情况可见，2006 年总病例数

达到历年高峰，之后职业病例数略有下降，通过移动平均趋势

线可发现 10 年的职业病发病人数变化趋势不是单纯上升或平

坦波动趋势，这有别于上海市其他区县的职业病发病趋势［4-5］，

可能和松江区自 2000 年起卫生部门监督执法的加强和职业卫

生服务覆盖率的增加有关。2006 年之后职业病发病人数出现

下降趋势的原因可能和该区不断加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力

度有关，使企业加强了职业卫生管理意识，及早对接触某些危

表3   松江区2000至2009年尘肺发病情况
Table 3   Occurrences of pneumoconiosis in Songjiang District during 2000-2009

尘肺种类（Types） 病例数
Cases

构成比（%）
Constituent ratio

平均发病年龄（岁）
Average ages（Years）

发病工龄（年）
Work ages（a）

1~5 6~10 11~20 ≥ 21

电焊工尘肺（Welders’ pneumoconiosis） 21 43.75 37.62 7 4 8 2

矽肺（Silicosis） 12 25.00 57.58 4 2 1 5

铸工尘肺（Foundry worker’s pneumoconiosis） 10 20.83 47.20 3 3 1 3

陶工尘肺（Potters’ pneumoconiosis） 2 4.17 35.50 1 1 0 0

水泥尘肺（Cement pneumoconiosis） 1 2.08 33.00 1 0 0 0

其他尘肺 *（Other pneumoconiosis） 2 4.17 40.00 1 0 0 1

合计（Total） 48 100.00 44.52 17 10 10 11

［注］*：指职业病目录名单中“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1］（“Other pneumoconiosis”refer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Pneumoconiosis and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tic Criteria of Pneumoconiosis by ministry of Health［1］）。

（下转第 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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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地产业结构不同等因素有关；急性职业中毒也是该区职

业病中相对较多的一类，与王海青等［2］对上海市闵行区的研

究一致，且此类职业病对作业人员生命健康危害极大，该区 12

例死亡均由这一类职业病导致，提示应加强对急性职业中毒的

预防与控制。分析结果还表明，急性职业中毒病例中工龄较短

者占大多数，这与武汉等地的报道相一致［3］，提示应对新上岗

人员加强培训职业中毒的预防知识，并加强对其作业现场安全

监督管理，以减少其职业中毒事件的发生。该区急性职业中毒

病种中，硫化氢中毒居首位，主要发生在下水道清理等密闭空

间作业场所［4］，提示对硫化氢中毒预防及密闭空间作业的管理

还应进一步加强。分析结果还提示硫化氢中毒工龄长于 1 年以

上者也占相当比例，由于下水道清理等作业时硫化氢多由有机

物腐败产生，且硫化氢可溶于水而能随水流向远处转移，没有

生产场所中毒事故发生前常见的设备跑冒滴漏等预兆现象，加

之下水道清理作业常需工人变换工作场所，作业人员对现场常

不熟悉，即使工龄较长、经验丰富的人员也难以事先预见，提

示对硫化氢中毒的预防不能仅凭经验，作业单位还应加强防护

设施的技术投入，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才可能有效预防中毒事

件的发生。

随着该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大量新工艺、新技术

不断出现，加之工人流动性大，部分企业还存在片面追求经济

效益、不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情况，职业卫生安全管理不规

范；导致突发职业病危害事故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工作面临新

的形势。相关部门及防治机构如职业卫生安全监督和技术服务

机构应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监测，规范职业健康监护，加强职业

病危害的源头控制［5］，严格执行申报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制度，从源头上控制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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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和健康教育，从而预防了诸

多职业病的发生。有必要进一步统计历年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接触人数，通过分析各类职业病的发病率以便深入探讨职业病

发病规律和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海市尘肺病发病总体曾呈下降趋

势［6］，但松江区近十年尘肺病发病趋势图却显示出明显的上升

趋势。尘肺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44.52 岁，接尘工龄低于 5 年的

居多，占 35.42%，接尘工龄最短的为 1.5 年，反映出尘肺发病

的低龄化。尘肺新发病例逐年增加并且伴随低龄化的可能原因

有：一是部分中小型企业防尘措施不够充分；二是许多新上

岗外来农民工普遍缺乏职业病防护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三

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松江区各型新兴企业逐年增加，从事接尘

作业的劳动者数量也增加，因此通过职业健康检查发现的尘肺

病人的数量也会增加。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区尘肺病人主要分布

在机械、建材等行业，尘肺病以电焊工尘肺为主（占尘肺病例

总数的 43.75%），提示松江区应重点注意机械、建材等行业的

监督和粉尘危害因素的监测，可将电焊烟尘视为重点职业病危

害因素，注重加强主动监测和病例随访，积极预防和控制电焊

工尘肺，保护电焊作业工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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