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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期职业健康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人群长期

处于长时间、高负荷工作状态，WHO 将职业紧张称为

“二十一世纪流行病”。2018 年 ILO 发布的数据显示，全

球 36.1% 的劳动者每周工作超过 48 h，其中，发展中国

家 40.5% 的 劳 动 者 每 周 工 作 超 过 48 h， 发 达 国 家 仅 有

15.3% 的劳动者每周工作超过 48 h。2020 年 WHO 发布的

全球长工时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约有 4.88 亿的劳动者，

占全球总人口的 8.9%（8.6% ～ 9.1%）每周工作超过 55 

h。2016 年全球因长工时罹患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导致

74.5 万人死亡，长工时（每周 >55 h）所致卒中导致的死

亡上升 19.0%（334 724 例），DALYs 上升 21.7%（10 350 

000 例）；长工时（每周 >55 h）所致缺血性心脏病导致

的死亡上升了 41.6%（244 844 例）；DALYs 上升了 41.2%

（7 550 000 例）。我国不同行业重点人群长工时调查的数

据显示，周均工作时间≥ 48 h 占 50.8%，周均工作时间

≥ 55 h 占 37.0%。重点人群中职业紧张发生率为 28.2%。

2　新时期职业健康研究措施与展望

2.1数据驱动型大科学研究成为推动职业病防治取得

实效的重要引擎

我国的职业人群数量庞大，发病和患病例数巨大，

存在资源优势，为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病因学研究、

职业病诊断治疗技术、干预策略等创新研究提供了海量

数据资源。建立大型职业人群队列，开展大规模、长周

期、高质量的循证研究，运用现代生物医学、医学工程

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最新成果，开展系统性、前瞻性、

大样本、多中心研究，依托队列和数据中心，结合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针对职业病危险因素进行管

理、干预，构建发病与进展风险预测模型，针对高危人

群开展精准干预，可以显著提高职业人群中的早期识别、

早期诊断率和早期治疗率，将有效的提高职业病防控效

率，降低疾病负担。

2.2多学科融合发展成为职业健康研究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数字化和通讯技术是推动“工业 4.0”的关键技术，

5G 通讯技术、数字化、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采矿、建

筑、制造业等职业危害严重的行业应用与普及，劳动者

避免或减少了接触粉尘、化学毒物和噪声等职业病危害

的风险，降低尘肺、化学中毒、噪声聋等传统职业病的

发病率。目前，5G 通讯技术集成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在

智慧化矿山和智慧化港口已经进行了初步尝试。

智能技术和可穿戴智能设备，通过集成不同的传感

器、可穿戴设备、软件和数据处理等技术，体积小、重

量小、佩戴方便，可以实时监测工作场所、工作岗位环

境参数，例如粉尘、化学毒物浓度水平和噪声暴露水平

等。同时，通过收集和分析从嵌入式和可穿戴传感器收

集的数据，可以对劳动者一些重要健康参数进行实时监

测和分析，如心率、血压、体温、大脑活动等，通过劳

动者健康参数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长

时间和重负荷工作导致过度疲劳甚至健康损害。使用机

器人和外骨骼等支持肌肉骨骼系统，可以减轻从事搬运

和移动重物的劳动者罹患肌肉骨骼疾病（MSD）的风险。

采用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可能增加新的人机界面、

网络安全等人体工程学和心理社会风险，同时生物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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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职业健康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职业健康面临多种危害交织，多种健

康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的工作组织方式、劳动力老龄化、气候变化、能源的绿色转

型发展对新时期职业健康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推进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个体化为特征

的科技创新，为新时期职业健康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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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穿戴设备如何解决小型化（微型化）、测量准确性

以及依托 4G/5G 长距离信息传输。这些新问题都需要进

行前瞻性布局，开展系统的科学研究。

2.3能源绿色转型发展对环境健康和职业健康研究提

出新命题

2021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

书面致辞，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

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探索发展与保护相协同的路径”。

2.4建立机构

成立以管理者、部门经理及员工为成员的卫生促进

小组及相关技术专家为成员的办事处，对工作地点的卫

生促进工作进行组织，制订计划，技术把关，质量监督

及定期评价。工作地点的卫生推广负责人就是公司的经

理，使他们能把雇员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以制订公

司的生产及营运计划。企业负责人在思想上的改变和提

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解，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关键。

2.5政策支持

在制订卫生推广战略时，不能只靠某一项卫生政策，

而应该采取一套综合的卫生战略，以确保工作场所的组

织结构、政策以及文化的可持续性。例如，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将工作地点的卫

生保健工作列入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规划，并将企业

的发展战略与卫生战略有机地联系起来；制订有关企业

投资，职业安全，职业保护，职业培训，安全操作，设

备检修，职业危害监测，健康体检，医疗服务等方面的

法规；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强化预防和控制工

作，促进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对发生的职业病危害

负有法律责任。

2.6环境支持

所有的工作地点都应当是卫生的。营造安全、健康

的工作环境，主要是对危险部位进行改进和技术革新。

要想让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更好的解决，要对其进行

有效的处理，同时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处理，同时还要对

其进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完善，并将其对

员工的身体健康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

结束语

近几年，我国在职业健康与职业病预防方面已有很

多成就，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尽管面临困

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自信来应对，这是一个很好

的条件，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在工厂

和工厂中进行卫生促进；各级政府要积极配合这项工作，

将卫生推广工作列入地方、企业的发展计划，强化组织

领导。三是“人民群众的需要”，经过几年的卫生教育，

人民群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于

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品质有着紧迫的要求。因此，

大多数员工都会自发地投身于卫生促进活动，并把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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