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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 2019-2023 年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

果分析

陈御宇　冯育强

重庆市南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408400

摘　要：目的 为掌握重庆市南川区 2019-2023 年重点行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政府制定防控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国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系统”，收集 2019-2023 年重庆市南川区 22 个重点行业 131 家

企业监测数据，对其职业病危害申报、培训等履职情况，以及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重庆市南川区职业病危害企业以私

营、小微型为主，企业申报率、管理人员和接害劳动者培训率分别为 96.2%、99.2% 和 90.9%，职业病危害“三同时”开展

率为 2.3%。劳动者接害率为 24.4%，整体呈下降趋势 (P ＜ 0.05)，噪声占比长期处于高位。监测岗位超标率 39.4%，以私营

企业为主，主要分布在建筑用石加工占 77.4%、黑色金属铸造占 67.3% 等行业，超标率较高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水泥粉尘、

电焊烟尘等，分别占比为 68.5%、54.1%、42.9%。结论 重庆市南川区劳动者接害率和岗位超标率较高，职业卫生“三同时”

等履职不足，需采取宣传培训、监督执法、规范技术服务等措施，促进职业病防治落地增效，降低发生职业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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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属重庆城市发展新区，企业以小微企业

为主、生产工艺以传统人员密集型为主，企业职业病危害较

大。2019-2023 年重点职业病监测发现新增报告职业病 260

例，其中职业性噪声聋占 75.8%（197/260），职业性噪声

聋发病呈上升趋势 [1]。因职业病具有病因明确、迟发性、危

害大等特点 [2]，为切实掌握辖区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为政

府制定防控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开展本次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2023 年重庆市南川区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数据来源于国家“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系统”，

收集到 2019-2023 年监测的 22 个重点行业 131 家企业的监

测数据。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职业病危害申报、培训、

上一年在岗职业健康检查、上一年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

测、预评价开展等企业职业病防治履职情况，以及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1.2 方法

依据 2019-2023 年每年度《南川区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工作方案》，采用国家统一的调查表进行现场调

查，并按照方案要求开展现场采样、检测。企业规模划分依

据《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行业类别

划分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检测

与评价依据相关国家标准。

1.3 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重庆市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质量

控制方案》与中心质量体系要求执行，实施前对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培训，设备经过检定或校准，检验检测方法按国家标

准方法执行，现场调查与检测工作至少由 2 名人员完成。

1.4 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S26.0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主要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和 χ2 检验，

统计学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131 家企业中国有企业 2 家占 1.5%、有限责任公司 30

家占 22.9%、私营企业 99 家占 75.6%；按企业规模分大型

5 家占 3.8%、中型 4 家占 3.1%、小型 84 家占 64.1%、微型

38 家占 29.0%；监测重点行业包括石灰石石膏开采等 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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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监测企业在册职工 15623 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3818

人， 接 害 率 为 24.4%， 整 体 呈 下 降 趋 势 (χ 2=3118.511，

P ＜ 0.05)。其中接触煤尘占比下降明显 (χ 2=407.932，P

＜ 0.05)，接触矽尘占比有所上升 (χ 2=89.329，P ＜ 0.05)，

噪声占比长期处于高位，2021 年占比达到 99.2%。见表 1。

表 1  重庆市南川区 2019-2023 年监测企业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结果表

年份 在册职工 接害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 人 ]

煤尘 (%) 矽尘 (%) 水泥粉尘 苯 甲苯 二甲
苯 乙苯 噪声 (%)

2019 3000 1672
（55.7）

446
（26.7）

262
（15.7） 103 36 0 0 0 1533

（91.7）

2020 1023 593
（58.0）

151
（25.5）

104
（17.5） 53 0 0 0 0 514

（86.7）

2021 846 360
（42.6）

12
（3.3）

89
（24.7） 38 0 0 0 0 357

（99.2）

2022 1447 756
（52.2）

16
（2.1）

118
（15.6） 29 37 97 97 97 570

（75.4）

2023 5959 437
（7.3） 0 148

（33.9） 28 0 18 20 20 407
（93.1）

Pearson 卡方值 3118.511 407.932 89.329 -

P 值 0.000 0.000 0.000 -

2.3 职业病防治履职情况

企业已申报 126 家，申报率为 96.2%；开展职业病危害

“三同时”3 家，占 2.3%；管理人员参加职业病防治培训

130 家，占 99.2%；接害劳动者参加职业病防治培训 3471

人，培训率 90.9%；上一年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106 家

占 80.9%，上一年开展职业健康在岗检查 108 家占 82.4%，

5 年内均有较大波动。见表 2。

表 2  重庆市南川区 2019-2023 年监测企业职业病防治履职结果表

年份 企业数 申报数 “三同时”数 企业负责人与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培训数

上一年开展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数（%）

上一年开展职业健
康在岗检查数（%）

劳动者职业病防治培
训人数 ( 接害人数）

2019 31 27 2 30 25（80.6） 29（93.5） 1339(1672）

2020 20 20 0 20 18（90.0） 18（90.0） 578(593）

2021 20 20 1 20 17（85.0） 14（70.0） 360(360）

2022 30 30 0 30 28（93.3） 27（90.0） 756(756）

2023 30 29 0 30 18（60.0） 20（66.7） 437(437）

合计 131 126 3 130 106（80.9） 108（82.4） 3470(3818）

2.4 检测结果

2019-2023 年监测岗位 1435 个，超标岗位 565 个，超

标率 39.4%。其中按行业比较，超标率大于 50% 的有建筑

用石加工 77.4%、黑色金属铸造 67.3%、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66.7% 和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62.2% 等 4 个，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χ2=229.608，P ＜ 0.05)；超标岗位数较多的为石灰

石石膏开采 90 个、水泥制造 90 个、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

制造 75 个、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69 和黑色金属铸造 66

个。按经济类型比较，私营企业超标率较高 (χ2=19.814，P

＜ 0.05)。按企业规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6.079，

P ＞ 0.05)。按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比较，超标率较高为矽尘、

水泥粉尘、电焊烟尘，分别为 68.5%、54.1%、42.9%，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2=277.821，P ＜ 0.05)；超标岗位数较多为

噪声 243 个、矽尘 235 个；有溶剂苯超标率为 7.4%、二甲

苯为 18.4%。按岗位名称比较，超标岗位数较多的为破碎、

凿岩、装载、打磨、调漆、切割、焊接、搅拌、熟料等。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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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庆市南川区 2019-2023 年监测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分布特征分析

项目 超标岗位数 未超标岗位数 超标率（%） 项目 超标岗位数 未超标岗位数 超标率（%）

行业 经济类型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6 6 50.0 国有企业 4 30 11.8 

稻谷加工 0 2 0.0 有限责任公司 132 258 33.8 

黑色金属铸造 66 32 67.3 私营企业 429 582 42.4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0 10 0.0 Pearson 卡方值 χ2=19.814

火力发电 4 30 11.8 P 值 P=0.000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2 8 20.0 企业规模

建筑用石加工 41 12 77.4 大 42 46 47.7 

金属结构制造 38 88 30.2 微 165 223 42.5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0 5 0.0 小 337 570 37.2 

煤矿 15 26 36.6 中 21 31 40.4 

镁矿开采 1 3 25.0 Pearson 卡方值 χ2=6.079

模具制造 6 6 50.0 P 值 P=0.108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6 43 12.2 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

木质家具制造 4 108 3.6 1,2 二氯乙烷 0 10 0.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8 52 42.2 苯 2 25 7.4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12 6 66.7 电焊烟尘 12 16 42.9 

石灰石、石膏开采 90 128 41.3 二甲苯 14 62 18.4 

水泥制造 90 95 48.6 甲苯 2 70 2.8 

涂料制造 1 36 2.7 煤尘 8 21 27.6 

无机碱制造 1 7 12.5 锰及其化合物 0 1 0.0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69 42 62.2 铅尘 1 4 20.0 

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75 125 37.5 三氯甲烷 0 6 0.0 

合计 565 870 39.4 石灰石粉尘 2 28 6.7 

Pearson 卡方值 χ2=229.608 水泥粉尘 46 39 54.1 

P 值 P=0.000 矽尘 235 108 68.5 

岗位类别 乙苯 0 76 0.0 

破碎 90 54 62.5 噪声 243 396 38.0 

凿岩 57 53 51.8 正己烷 0 8 0.0 

装载 44 68 39.3 Pearson 卡方值 χ2=277.821

打磨 32 11 74.4 P 值 P=0.000

调漆 28 62 31.1 岗位类别

切割 23 13 63.9 搅拌 18 14 56.3 

焊接 19 18 51.4 熟料 18 4 81.8 

3 讨论

本次监测发现监测企业主要以私营、小微企业为主，劳

动者接害率为 24.4%，略低于重庆市北碚区 [3]，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39.4%[4]；2019-2023 年接害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噪

声占比保持在高位，近 5 年职业性噪声聋新增报告占 75.8%

（197/260）。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工艺水平的提升，劳动者

直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机会减少，引起整体接害率下降；

噪声危害持续存在且逐渐成为职业病发现的主要人群，这主

要与企业对噪声职业健康检查重视程度加大，存量病例被发

现，同时噪声工程治理费用高，私营小微企业工程改造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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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 [5]，噪声作业环境未得到有效改善等因素相关。

本次监测企业 申报率为 96.2%、管理人员培训率为

99.2%、劳动者培训率为 90.9%，与山西省长治市监测结果

一致 [6]，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较差，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与职业健康在岗检查率较低且波动较大。随着职

业卫生监督执法的强化，企业在申报、培训等履职上已明显

向好，然而在职业卫生“三同时”等需要经费投入方面企业

执行力仍较差。

岗位超标率为 39.4%，低于广东省 [7]，超标企业以私营

企业为主，超标职业病危害因素以矽尘、水泥粉尘、电焊烟

尘为主，同时噪声超标岗位绝对数较多，超标岗位主要集

中在采矿相关破碎、凿岩、装载 [8]，机械加工相关打磨、调

漆、切割、焊接等工位。辖区企业多为标准化厂房、作业人

员密集，工程防护设施设置较少且防护效果较差 [9]，作业过

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长时间逸散在工作环境中，导致

超标。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提出以

下建议：(1) 加强《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培训，提升劳动

者职业健康素养；(2) 重视监督执法 [10]，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切实保障劳动者权利；(3) 提升技术服务真实性、客观性与

准确性 [11]，强化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 [12]，简化定期检测。

(4) 规范职业健康检查服务 [13]，防止漏检、少检或不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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