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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据不完全统计，职业病已成为导致员工提出离职申

请的一个重大原因，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对企业和职工

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很多企业并没有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意识，导致很多员工的生命健康遭受威胁。大数据不

仅能给企业管理人员敲响警钟，还能指导企业如何有效

采取防护措施。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自 2015 年国家重点职业病监测 [5] 实施以来，特定城

市系统收集了职业病风险信息、企业用工档案信息、工

作场所检查信息、监测危险因素的主动信息、疾病危险

因素、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因素信息。工伤鉴定与赔偿

健康就业领域的海量数据，如信息、劳动者职业健康监

测信息、职业病报告信息等。

1.2 数据收集方式

2015 年实施国家重点职业病监测 [5] 以来，各市系统

先后采集职业病风险信息、企业用工档案信息、区域检

查信息、工作场所、危险因素主动信息监测、疾病危险

因素、职业病、职业病危险因素。工伤鉴定与赔偿：职

业健康领域的大量数据，如信息、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测

信息、职业病报告信息等。

1.3 数据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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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危害申报信息系统到安全管理部门，检索辖

区内有毒有害业务申报信息，包括公司名称、业务标准、

业务风险。职业健康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导出辖区内企业

的健康信息档案，包括企业名称、企业地址、行业类别、

经济规模、经济多样性、人员状况、主要产品、原辅材

料、企业制造技术、职业病危险因素鉴定等。从上海市

安全绩效管理部门获得辖区内营业场所有序检查报告，

然后组织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输入 Excel 综

合表，包括公司名称、行业变量、经济变量、工作地点

和职位、工作类型和职业病。风险因素（或强度）和其

他信息。辖区内职业危险因素主动监测信息来源于上海

市职业健康工作平台，包括公司名称、行业类别、经济

多元化、公司规模、工作地点、职位、工作类别、集中

度等信息。识别（或强化）职业危害。向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索取职业病、工伤鉴定和缴费信息，包括人

员姓名、单位、职业病类型、工伤鉴定就业申报表、工

资状况等。职业健康监测数据每三个月从辖区职业健康

监测机构获取，按照统一的 Excel 表格进行分类，包括公

司名称、员工姓名、年龄、性别、职务、工种、工龄、

服务年限、体检种类、重要医疗信息、体检结论、体检

机构体检情况等。从职业病系统和职业健康监测系统的

职业病防治信息系统获取职业病报告信息，包括职业病

专一性、病例名称、性别、年龄、工龄、公司名称。

1.4 数据纯化与质量控制

结合年度管辖申报信息和健康档案信息，建立年度

基线信息数据库。如果他们不同意，相应的社区工作人

员将核实并提供反馈。其他有相关业务信息的数据库，

继续使用当年管辖范围内的基本业务信息。职业健康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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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信息通过两种方式实施：跨社区质量控制和 CDC 现场

质量控制；各社区录入要求的检测报告信息，区疾控中

心组织专人进行质量控制；积极监测信息区内引起职业

病风险的疾病预防组织机构组织人员实施质量控制交叉

插入，出口后实施二次质量控制；《职业健康监测技术定

义》[6]。

2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现状

2.1 无处不在的职业病源

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多台机器的自动化生产。煤

炭、冶金、电力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能源行业也存在对

人体有害的物质。即使是建材、计算机、医药等行业，

也有不少职业病患者。

2.2 企业职业病防治现状

长期雇佣存在健康隐患，对员工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特别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的农民工不与企业签订合同，无

法享受与员工同等的防病防病福利国企。缺乏意识，长

期生活在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中，身体健康难以保证。很

多大企业虽然有上岗培训、安全指导等保障措施，但防

控体系不健全，缺乏全面的职业病防治理由。结合多方

数据分析结论，持续敲响警钟，提高员工自我保护意识。

3　大数据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应用

3.1 企业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根据现状调查项目统计，主要负责人已接受职业健

康培训企业数 1044 家，比例为 47.05%；职业健康管理人

员已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企业数 991 家，比例为 44.66%；

接触职业危害人员职业健康培训人数 46365 人，占接害

劳动者总数的 76.54%，占从业总人数的 31.57%。

职业卫生培训总体情况相对较好的县市区为枝江市、

猇亭区、兴山县。需要进一步强化的县市区为五峰土家

族自治县、伍家区。从企业规模比较，大、中型企业职

业卫生培训率情况更好，微型企业培训率情况最低；按

照企业经济类型看，结合企业数和接害人数，职业卫生

培训工作相对较好的有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合作企业等（图 1）。

图1

3.2 发挥政府指导作用

3.2.1 政府影响力是保障

政府主导作用是广泛收集数据、引导企业落实相应

改革措施的重要保障。在职业病方面。呼吁技术人才加

大对医疗设备和多项先进数据技术研究的投入，为全民

预防疾病做出贡献。

3.2.2 共同处理人类共同的问题

工作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为

拥有理想的职业而感到兴奋。当然，职业病也是参加职

业时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开发和利用更多数据是有效根

除职业病的必要途径，事关所有人的健康。政府应加强

与外交政策新闻的联系，同时派专家或学者与外国人交

谈，了解在疾病预防方面使用大量数据的经验和步骤。

3.3 企业要定期检测情况

调查的 2219 家企业中，近 3 年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

定期检测企业数为 460 家，其中包括全面检测 351 家，部

分检测 109 家，全市总体定期现场检测率为 20.73%。行

业类型检测率较高的为黑色金属矿采选业（80.00%）、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64.89%）、非金属矿采选业

（59.73%）（表 2）。

从企业规模看，定期检测情况相对较好的是中型

企业（73.79%），大型和小型企业定期检测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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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6%，36.23%，而微型企业的定期检测率仅为 5.67%，

为最低。从企业经济类型比较，定期检测比例较高的

有外资企业（73.33%）、股份有限公司（62.50%）。定

期检测比例较低的主要是集体企业（2.99%）、其他企

业（13.43%）。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调 查 涉 及 的 私 营 企 业

共 1236 家，占企业总数 55.70%，但其定期检测率仅为

17.48%。

3.4 企业运用大数据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3.4.1 建设职业病防治管理部门

企业要积极配合大数据收集工作的进行，建设专门

的职业病防治管理部门，多听取政府指导意见，同时也

可以享受政府补贴，及时给全国大数据收集部门反馈企

业职业病数据，与全国职业病大数据建立共享。

3.4.2 职业病防治管理部门实施措施

入职培训是实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入职培

训中可以加入建议性饮食结构、运动来提高职工自身免

疫力的内容以及推荐相应的医疗保险。实时监控职工身

体状况，排除健康隐患，与公司其他部门协调减少职工

与患病源的接触时长。

4　讨论

全市目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共 2219 家，接害

人数 60577 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41.25%。不同经济类型

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多，且职业病危害分布行业广，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员流动性大、危害转移严重，职业卫

生培训管理水平总体不高等特点，与国内其他地方的职

业病危害形势较为一致 [4]。影响劳动者健康的主要危害

因素依次为噪声、其他类型粉尘、矽尘，分布有如下特

点：企业数量分布最多的 3 个地区分别为宜都市、枝江

市、当阳市。接害人数占比较高的地区为兴山县、远安

县、秭归县。41 种行业均有涉及，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金属制品业企业数最多。

企业规模以小、微型数量为最多 [5]；经济类型以其他外

商投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集体企业

为主 [6]，与国内其他地区报告情况基本一致。从调查结

果看，分布特点也恰好反映了宜昌市目前的工业发展水

平和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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