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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与职业病目录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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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全监 点，符合职业病危害的实际情况，为职业卫生服务工作

管总局、全国总工会于2015年11月17日联合发布了 的开展提供了依据。但同时，新分类目录的公布，也给

国卫疾控发[2015]92号文件，该文件公布了新《职业 职业病防治各相关方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一是按照国

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以下简称新分类目录)。新分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8号令，存在这些因素的

类目录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为六大类，分别为：1．粉 用人单位都要申报，覆盖面会扩大很多。比如许多机

尘：1～52种，其中纳入职业病17种。第52种为开放 构一直识别并测量380～220 v市电变电站的工频电

性条款，即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粉尘。 场，分类目录也有。而电是用人单位不可或缺的，按新

2．化学因素：1～375种，其中纳入职业病60种。第分类目录99％以上的用人单位是应申报的。二是新

375种开放。3．物理因素：1～15种，其中纳入职业病 分类目录中，至少有36种因素目前没有明确的健康危

12种。第15种开放。4．放射因素：1～8种，其中纳入 害，接触这部分因素的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是一个挑

职业病11种。第8种开放。5．生物因素：1～6种，其 战。三是新分类目录中绝大多数没有检测方法，如何

中纳入职业病5种。第6种开放。6．其他因素：金属 评价其职业危害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亟待风险评估方

烟、井下不良作业条件与刮研作业3种，均纳入职业 法出台。

病。合计454种，5个开放性条款。2013年12月23 表1列出了新分类目录与新职业病目录的对应关

日，国卫疾控发[2013]48号文件发布了新的《职业病 系，新分类目录中有32种粉尘、208种化学因素和5

分类和目录》(以下简称新职业病目录)，该目录包含了 种物理因素对应的职业病不在新职业病目录中。除表

10类132种职业病，其中仅128种有确定名称，另外4 1列出的职业病外，新职业病目录中尚有1种职业病

种为开放性条款。 (13一萘胺所致膀胱癌)所对应的危害因素未被纳入新

新分类目录与新职业病目录的制定，可能参考了 分类目录中。此外，尚有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着

2010年IL0颁布的《国际职业病目录》的做法，设置了 病、溴丙烷中毒、环氧乙烷中毒、铟及其化合物中毒等

开放性条款，拓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范畴，是一大亮 职业病无诊断标准。
表1职、Ik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与职、lk病目录对应表

一、粉尘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1·矽尘(游离鼢含量≥
矽肺 18．大理石粉尘 [有限值] 35桑蚕丝尘 [有限值]

10％)

2．煤尘 煤工尘肺 19．二氧化钛粉尘 [有限值] 36．砂轮磨尘 [有限值]

3．石墨粉尘 石墨尘肺 加．沸石粉尘
毛沸石所致肺癌、胸膜间皮

37．石膏粉尘(硫酸钙) [有限值]

4．炭黑粉尘 炭黑尘肺
21·谷物粉尘(游离s02含量<

[有限值] 38．石灰石粉尘 [有限值]
10％)

s石棉粉尘 主凳肺；石棉所致肺癌、间 22．硅灰石粉尘 [有限值] 39．碳化硅粉尘 [有限值]

6滑石粉尘 滑石尘肺
23·硅藻土粉尘(游离鼢含量

[有限值] 40．碳纤维粉尘 [有限值]

基金项目：深圳市宝安区职业病防治重点专科经费支持项目(20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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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一、粉尘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7．水泥粉尘 水泥尘肺 24活性炭粉尘 [有限值]
41·稀土粉尘(游离晒含

[有限值]

8云母粉尘 云母尘肺 25．聚丙烯粉尘 [有限值] 42．烟草尘 [有限值]

9．陶土粉尘 陶工尘肺 26．聚丙烯腈纤维粉尘 [有限值] 43．岩棉粉尘 [有限值]

10铝尘 铝尘肺 27聚氯乙烯粉尘 [有限值] 44．萤石混合性粉尘 [有限值]

11电焊烟尘 电焊工尘肺 28聚乙烯粉尘 [有限值] 45．珍珠岩粉尘 [有限值]

12．铸造粉尘 铸造尘肺 29．矿渣棉粉尘 [有限值] 46蛭石粉尘 [有限值]

30．麻尘(亚麻、黄麻和苎

13．白炭黑粉尘 [有限值] 麻)(游离s晓含量< [有限值] 47重晶石粉尘(硫酸钡) 妻是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
10％)

48．锡及其化合物粉尘 喜霎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14．白云石粉尘 [有限值] 31．棉尘 棉尘病

15玻璃钢粉尘 [有限值] 32木粉尘 [有限值] 49铁及其化合物粉尘 耋巽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
16．玻璃棉粉尘 [有限值] 33膨润土粉尘 [有限值] 5。锑及其化合物粉尘 萎罢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
17．茶尘 [有限值] 34．皮毛粉尘 [有限值] 51．硬质合金粉尘 硬金属肺病

52．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

廿病的其仙粉华

二、化学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1j竺苎}化合物‘不包括四 铅及其化合物中毒 126．邻仲丁基苯酚 [有限值] 251．乙酸酐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乙基铅)

127萘酚 化学性眼灼伤 252．丙酸 [有限值]

m翎c帐酚， 篓鬻黼渤黝馘 253对苯二甲酸 [有限值]

129．三硝基酚(苦垛酸) 化学性眼灼伤 254．氟乙酸钠 (中毒性心脏病)

s．燃蝴 蒜薏嚣曩嚣瓤 130．氰氨化钙 化学性眼灼伤 255．甲基丙烯酸 [有限值]

131．碳酸钙 化学性眼灼伤 256．甲酸 化学性皮肤灼伤

132．氧化钙 化学性眼灼伤 257羟基乙酸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133．锆及其化合物 [有限值] 258巯基乙酸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要苎薏些冀望!曼竺置： 磷及其化合物中毒；化学性

竺锌、磷化铝、有机磷单磊磊茬举矗矗巍“ ·弘铬及其化合物 主羹冀!；鑫：：嚣嚣篡铬 259．三甲基己二酸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葫n!?，及其化合物c砷化氢茬萎薏尝黧 135．钴及其氧化物 [有限值] z虻黝 篙羹黧饥伸张剿’ 花菇磊赢⋯⋯
136．二甲基二氯硅烷 [有限值] 261．乙酸 化学性皮肤灼伤

137．三氯氢硅 [有限值] 262正香草酸(高香草酸) 化学性眼灼伤

138．四氯化硅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zss．毗钛 鬟萎嚣肿戢呼
14二氧化硫 i氧化硫中毒；化学性眼灼 139．环氧丙烷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264钽及其化合物 [有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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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二、化学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15．光气(碳酰氯) 光气中毒；化学性眼灼伤 140．环氧氯丙烷 [有限值] 狐燃懒 冀冀：茹≯b
16．氨 氨中毒 141柴油

烧；(中毒性呼吸系统疾
266．五羰基铁 [有限值]

病)

：：：翼二甲基肼nJ一二甲 偏二甲基肼中毒 142焦炉逸散物 焦炉逸散物所致肺癌 267．2一己酮 [有限值]
基肼) 一

18．氮氧化合物 氮氧化合物中毒 m．黼 誊主萎熏挈胱触 竺■一三，!苎：三：[有限值]
环己烯一l一酮(异佛尔酮)

‘ ’。

19．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中毒 ·㈣黼青 萎主兽鎏霎髫黼涨 269．丙酮 化学性眼灼伤

20．二硫化碳 二硫化碳中毒 145．木馏油(焦油) 化学性眼灼伤；痤疮 270．丁酮 化学性眼灼伤

21．硫化氢 硫化氢中毒；化学性眼灼伤 146．石蜡烟 271．二乙基甲酮 [有限值]

22．撇舭槲惴r靴锇靴肿 147．石油沥青 石油沥青所致皮肤癌；痤疮 272．二异丁基甲酮 [有限值]

23．氟及其无机化合物 氟及其无机化合物中毒 148．苯肼 (中毒性血液系统疾病) 273．环己酮 化学性眼灼伤

24氰及其腈类化合物 氰及腈类化合物中毒 149甲基肼 [有限值] 274．环戊酮 化学性眼灼伤

25．四乙基铅 四乙基铅中毒 150．肼 (中毒性肝病) 275．六氟丙酮 [有限值]

26．有机锡 有机锡中毒 151．聚氯乙烯热解物 276．氯丙酮 [有限值]

27．羰基镍 羰基镍中毒 152．锂及其化合物 化学性眼灼伤 277．双丙酮醇 [有限值]

掘苯 黧嘉嚣舶血病m 竺：：联苯胺“’4’一二氨基 联苯胺所致膀胱癌 至：乙基置竺帽∞一[有限值]
联苯)

。 ⋯
甲基一3一庚酮)

。 ‘

29．甲苯 甲苯中毒 154．3，3一二甲基联苯胺 [有限值] 279．乙基戊基甲酮 [有限值]

30二甲苯 二甲苯中毒；化学性眼灼伤 155．多氯联苯 (中毒性肝病) 280．乙烯酮 [有限值]

31．正己烷 正己烷中毒 156．多溴联苯 281．异亚丙基丙酮 [有限值]

32．汽油 汽油中毒；化学性眼灼伤 157．联苯 (中毒性肝病) 282．铜及其化合物 [有限值]

33一甲胺 一甲胺中毒 158．氯联苯(54％氯) [有限值] 283．丙烷

34．有机氟聚合物单体及其 有机氟聚合物单体及其热
159．甲硫醇 (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 284．环己烷 [有限值]

热裂解物 裂解物中毒

35．二氯乙烷 丢氯乙烷中毒；化学性眼灼 160．乙硫醇 [有限值] 勰5．甲烷

36．四氯化碳 四氯化碳中毒 161．正丁基硫醇 [有限值] 286．壬烷 [有限值]

s，．氯乙烯 盖喜篙三毒；氯乙烯所致肝 162．二甲基亚砜 287辛烷 [有限值]

，s．瑰烯 嚣嚣羲臻勰药 163．二氯化砜(磺酰氯)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288．正庚烷 [有限值]

164．过硫酸盐(过硫酸钾、 化学性眼灼伤；接触性皮
39．氯丙烯 氯丙烯中毒 勰9正戊烷 [有限值]

过硫酸钠、过硫酸铵等) 炎；哮喘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40．氯丁二烯 氯丁二烯中毒 165．硫酸及三氧化硫化学性皮肤灼伤；(中毒性 290．2一乙氧基乙醇 [有限值]

41．苯的氨基及硝基化合物 苯的氨基及硝基化合物(不
呼吸系统疾病)

(不含三硝基甲苯) 包括三硝基甲苯)中毒
166．六氟化硫 [有限值] 291．甲氧基乙醇 [有限值]

。z．三硝基甲苯 主茗蓑三苯中毒；三硝基甲 167．亚硫酸钠 292．围涎树碱

43．甲醇 甲醇中毒；化学性眼灼伤 168．2一溴乙氧基苯 293．二硫化硒 化学性眼灼伤

酚中毒；化学性眼灼伤；化
“·酚

学性皮肤灼伤；白斑
169．苄基氯 [有限值] 2舛．硒化氢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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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二、化学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45．五氯酚及其钠盐 五氯酚(钠)中毒 170．苄基溴(溴甲苯) 295．钨及其不溶性化合物 [有限值]

。e．甲醛 曩鬈霪主羹嚣翥芋眼灼伤； 171．多氯苯 孚耋鹜照物(六氟化[有限值]
硒、硒化氢单列)

⋯⋯。

。，．眺甲酯 蔫鬈忽勰嚣蝴 172二氯苯 [有限值] 297二氧化锡 [有限值]

48丙烯酰胺 丙烯酰胺中毒 173．氯苯 痤疮 298 N，N二甲基乙酰胺 (中毒性肝病)

299．N一3，4二氯苯基丙酰
49．二甲基甲酰胺 二甲基甲酰胺中毒 174．溴苯

胺(敌稗)

50．有机磷 有机磷中毒 175．1，1一二氯乙烯 300．氟乙酰胺籍粼h‘中毒性
51．氨基甲酸酯类 氮基甲酸酯类中毒 176．1，2一二氯乙烯(顺式) [有限值] 301．己内酰胺 [有限值]

52．杀虫脒 杀虫脒中毒 177．1，3一二氯丙烯 [有限值] 竺己要?次甲基四硝胺(奥 [有限值]
克托今)

⋯⋯。

53．溴甲烷 溴甲烷中毒；化学性眼灼伤 178二氯乙炔 [有限值] 赠纛次甲基三硝基胺 [有限值]
(黑索今)

⋯⋯。

54．拟除虫菊酯 美篱丧菊酯类中毒；化学性 179六氯丁二烯 [有限值] 304．硝化甘油 [有限值]

55．铟及其化合物 铟及其化合物中毒 180六氯环戊二烯 [有限值] 305．氯化锌烟(氯化锌) [有限值]

誓熏烷(卜溴丙烷；2一 溴丙烷中毒 181．四氯乙烯 (中毒性肝病) 306．氧化锌 [有限值]
溴丙烷)

5⋯⋯’

57．碘甲烷 碘甲烷中毒 1821，1'1一三氯乙烷 器性肝荆舯毒性心 307氢溴酸(溴化氢) 化学性皮肤灼伤

58．氯乙酸 嚣乙酸中毒；化学性皮肤灼 183 1，2，3一三氯丙烷 (中毒性肝病) 308臭氧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59环氧乙烷 环氧乙烷中毒 184 1，2一二氯丙烷 化学性眼灼伤 309过氧化氢 化学性眼灼伤

60．氨基磺酸铵 185．1，3一二氯丙烷 [有限值] 310．钾盐镁矾 化学性眼灼伤

61．氯化铵烟(氯化铵) 化学性眼灼伤 186．二氯二氟甲烷 [有限值] 311．丙烯基芥子油 化学性眼灼伤

62．氯磺酸 化学性眼灼伤 187．二氯甲烷 (中毒性肝病) 銎羔多次甲基多苯基异氰 [有限值]
酸酯

⋯～。

63煎化铵 黯黝饥样雠肤 188．二溴氯丙烷 翌3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 [有限值]
酯

⋯⋯。

“碳酸铵 化学性眼灼伤 189．六氯乙虎 [有限值] 翌?熏_4一二异氰酸哮喘酯(1DI) 一
315．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65．n一氯乙酰苯 [有限值] l蛐虻氯嘲 筹性眼灼伤“幅性肝 (HDI)(1，6一己二异氰酸 哮喘

酯)

66对特丁基甲苯 [有限值] 191．氯甲烷 (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 316．萘二异氰酸酯

67．二乙烯基苯 [有限值] 192．氯乙烷 化学性眼灼伤 317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有限值]

68．过氧化苯甲酰 [有限值] 193．氯乙酰氯 [有限值] 318异氰酸甲酯 [有限值]

69．乙苯 化学性眼灼伤 194．三氯掷烷 嚣够黯赡黼综 319氧化银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中毒性肝病)；(中毒性心

70．碲化铋 [有限值] 195．四氯乙烷 脏病)；(中毒性神经系统疾 320甲氧氯 [有限值]
病)

71．铂化物 哮喘 196．四溴化碳 321 2一氨基吡啶 [有限值]

72 1，3一丁二烯 [有限值] 197．五氟氯乙烷 [有限值] 322 N一乙基吗啉 [有限值]

73．苯乙烯 化学性眼灼伤 198．溴乙烷 323．吖啶 光接触性皮炎

74．丁烯 [有限值] 199铝酸钠 化学性眼灼伤 324．苯绕蒽酮 光接触性皮炎

万方数据



实用预防医学2016年1月第23卷第1期Pract Prev Med，Jan．2016，v01．23。No．1

续表1

二、化学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75．二聚环戊二烯 [有限值] 200．二氧化氯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325．吡啶 [有限值]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76邻氯苯乙烯(氯乙烯苯) 化学性眼灼伤 2叭．氯化氢及盐酸化学性皮肤灼伤；(中毒性 326二恶烷 [有限值]

呼吸系统疾病)

77．乙炔(电石) 化学性皮肤灼伤 202氯酸钾 327．呋喃 [有限值]

78 l，1一二甲基一4，4’

联毗啶翁盐二氯化物(百草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203．氯酸钠 328吗啉 [有限值]
枯)

79 2一N一二丁氨基乙醇 [有限值] 204．三氟化氯 [有限值] 329．四氢呋喃 [有限值]

80．2一二乙氨基乙醇 [有限值] 205．氯甲醚 氯甲醚所致肺癌 330茚 [有限值]

81乙醇胺(氨基乙醇) 化学性眼灼伤；哮喘 206苯基醚(二苯醚) [有限值] 331．四氢化锗 [有限值]

82慧胺(1一氨基一2 化学性眼灼伤 207二丙二醇甲醚 [有限值] 332二乙烯二胺(哌嗪) 哮喘二丙醇)
⋯⋯⋯。

83 1，3一二氯一2一丙醇 [有限值] 208二氯乙醚 化学性眼灼伤 333 l，6一己二胺 化学性眼灼伤

84，苯乙醇 化学性眼灼伤 209．二缩水甘油醚 [有限值] 334二甲胺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85．丙醇 [有限值] 210邻茴香胺 [有限值] 335二乙烯三胺 [有限值]

86．丙烯醇 [有限值] 211．双氯甲醚 双氯甲醚所致肺癌 336．二异丙胺基氯乙烷 化学性眼灼伤

87．丁醇 化学性眼灼伤 212乙醚 [有限值] 337环己胺 [有限值]

88环己醇 [有限值] 213．正丁基缩水甘油醚 [有限值] 338氯乙基胺 化学性眼灼伤

89己二醇 [有限值] 214．钼酸 339．三乙烯四胺 哮喘

90．糠醇 [有限值] 215．钼酸铵 340．烯丙胺 (中毒性心脏病)

9l氯乙醇 燃h‘中毒性神 216．钼酸钠 341．乙胺 [有限值]

92．乙二醇 [有限值] 217．三氧化钼 [有限值] 342．乙二胺 哮喘

93．异丙醇 [有限值] 218氢氧化钠 P麟纸僻龈灼 343．异丙胺 [有限值]

94．正戊醇 [有限值] 219碳酸钠(纯碱) 化学性眼灼伤 344．正丁胺 [有限值]

95重氮甲烷 [有限值] 誓：警及其化合物(羰基镍 [有限值] 爹盖1，1一二氯一1硝基 [有限值]单列)
¨¨“雌。

乙烷
¨¨“雌。

96．多氯萘 痤疮 221癸硼烷 (中毒性肝病) 346硝基丙烷 [有限值]

347．三氯硝基甲烷(氯化化学性眼灼伤；(中毒性呼
97．蒽 光接触性皮炎 222硼烷 (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

苦) 吸系统疾病)

98六氯萘 [有限值] 223．三氟化硼 粥脚烷 鬈萎黔舯靴血
99氯萘 [有限值] 224．三氯化硼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349硝基乙烷 [有限值]

100．萘 宴嘉尹“中毒性血液系统 225乙硼烷 [有限值] 翌?耋二翌荸丁基乙酸[有限值]酯(乙酸仲己酯)
¨⋯雌。

1叭．萘烷 [有限值] 226．2一氯苯基羟胺 351 2一甲氧基乙基乙酸酯 [有限值]

102硝基萘 化学性眼灼伤 227 3一氯苯基羟胺 352．2一乙氧基乙基乙酸酯 [有限值]

103葸醌及其染料 光接触性皮炎 228．4一氯苯基羟胺 353．n一乳酸正丁酯 [有限值]

104．二苯胍 接触性皮炎 229苯基羟胺(苯胲) 354丙烯酸甲酯 [有限值]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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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二、化学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105．对苯二胺 化学性眼灼伤；哮喘 230．巴豆醛(丁烯醛) [有限值] 355．丙烯酸正丁酯 [有限值]

106．对溴苯胺 231．丙酮醛(甲基乙二醛) 化学性跟灼伤 薹!。!慧烯酸甲酯(异丁化学性眼灼伤
烯酸甲酯)

⋯⋯⋯。

粤：皂堡盔孽酰苯胺(N～ [有限值] zsz丙烯醛 簇篓黯：：伤舯毒性呼 薹7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 [有限值]
水杨酰苯胺)

“⋯“。
酯

⋯～。

108．硝基萘胺 233，丁醛 化学性眼灼伤 358甲酸丁酯 化学性眼灼伤

109．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化学性眼灼伤 234．糠醛 化学性眼灼伤 ss。．槲酯 篡萎黯产“幢性呼
110．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有限值] 235．氯乙醛 [有限值】 360．甲酸乙酯

111．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化学性眼灼伤 236．氢化香茅醛 接触性皮炎 361．氯甲酸甲酯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112．磷酸二丁基苯酯 [有限值] 237．三氯乙醛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璺氯甲酸三氯甲酯(双光 (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气)

⋯“⋯⋯⋯⋯

113磷酸三邻甲苯酯 zss．乙醛 鬟萎黔“幅岍 363三氟甲基次氟酸酯

114．三甲苯磷酸酯 [有限值] 239．氢氧化铯 364．亚硝酸乙酯

2：‘1，2，3一苯三酚(焦桔 接触性皮炎 2加．氯化苄烷胺(洁尔灭) 化学性眼灼伤 365乙二醇二硝酸酯 [有限值]
酚)

“～““
24I．双一(二甲基硫代氨基

116．4。6一二硝基邻苯甲酚 [有限值] 甲酰基)二硫化物(秋兰姆、 接触性皮炎 366．乙基硫代磺酸乙酯

福美双)

117．N，N一二甲基3一氨

基苯酚
242．a一萘硫脲(安妥) [有限值] 367乙酸苄酯 化学性眼灼伤

243．3一(1一丙酮基苄基)
118．对氨基酚 368．乙酸丙酯 化学性眼灼伤

一4一羟基香豆素(杀鼠灵)

119多氯酚 痤疮 2“．酚醛树脂 接触性皮炎 369．乙酸丁酯 (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

l加．二甲苯酚 245环删自 篓粼篓灌雠皮 370．乙酸甲酯 化学性眼灼伤

121．二氯酚 化学性皮肤灼伤 246．脲醛树脂 接触性皮炎 371．乙酸戊酯 化学性眼灼伤

122．二硝基苯酚 白内障 247．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接触性皮炎 372．乙酸乙烯酯

123甲酚 化学性皮肤灼伤；白斑 248 1，2，4一苯三酸酐 哮喘 373．乙酸乙酯 化学性眼灼伤

124．甲基氨基酚 249．邻苯二甲酸酐 哮喘 374乙酸异丙酯

375．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
125．阈苯二酚 化学性眼灼伤 250．马来酸酐 牙酸蚀病；化学性眼灼伤

职业病的其他化学因素

三、物理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1．噪声 噪声聋；爆震聋 6，振动 手臂振动病 11．红外线 白内障

2．高温 中暑 7．激光 黼勰熊漏黼、 12．工频电磁场 [有限值]

3．低气压 高原病；航空病 8．低温 冻伤 13．高频电磁场 [有限值]

4高气压 减压病 9．微波 白内障 14．超高频电磁场 [有限值]

5．高原低氧 高原病 1。．紫外线 詈嵩篆眼炎；电光性皮炎； ‘15．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

业病的其他物理因素

(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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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送检的样品中能有提供有效化学成分说明的样品

数为37份，占送检样品的40．22％。其中化学成分与

质谱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仅10．87％(10份)。

表4 92份粘胶剂苯与正己烷检出情况

3讨论

广东某市使用有机溶剂的64家企业中抽取的92

份粘胶剂样品中，检出有机组分按样品总检出率排序

前五位的分别是甲苯、乙酸乙酯、丙酮、乙酸甲酯、正己

烷。苯和正己烷在粘胶剂生产使用行业中仍较普遍存

在，样品检出率分别为9．78％和38．04％，未检出1，2

一二氯乙烷和三氯乙烯。各企业提供的MSDS中所列

粘胶剂的成分多与实际不符，导致各企业多不能有效

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危害种类，进而不能针对性做好相

应的防护。

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除索取粘胶剂的MSDS外，

还应让供应商提供粘胶剂的有机挥发组分检测报告，

拒绝含有高毒高危害物质的粘胶剂进去企业工作场

所；检测机构在进行使用粘胶剂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时，应尽可能先进行组分分析，再根据组分分

析的结果有针对性的检测。当条件不允许时，除按

MSDS所列物质进行检测外，还应将常见的挥发组分、

高毒高危害的物质进行排除性的检测。

有机溶剂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有

机溶剂生产单位、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及

职业卫生监督机构各司其责，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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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射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1．密封放射源产生的电离辐射，主要产生7、中子等射线

2．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可产生a、8、7射线或中子

3 x射线装置(含cr机)产生的电离辐射，x射线

4．加速器产生的电离辐射，可产生电子射线、x射线、质子、重离子、中子以及感生放射性等

5．中子发生器产生的电离辐射，主要是中子、7射线等

6氡及其短寿命子体，限于矿工高氡暴露

7铀及其化合物

8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的其他放射性因素

1．外照射急性放射病，2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

3．外照射慢性放射病，4．内照射放射病，

5放射性皮肤疾病，6．放射性肿瘤(含矿工高氡暴露所致肺癌)

7．放射性骨损伤，8．放射性甲状腺疾病，

9．放射性性腺疾病，加．放射复合伤，

11．放射性白内障。

五、生物因素

危害因素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危害因素职业病

：：苹誉赣孝塑字医疗卫艾滋病 3．伯氏疏螺旋体 莱姆病 5炭疽芽孢杆菌 炭疽
生人员及人民警察

⋯”’

6．以上未提及的可导致职业病
2布鲁氏菌 布鲁氏菌病 4．森林脑炎病毒 森林脑炎

的其他生物因素

六、其他因素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危害因素 职业病

1．金属烟 金属烟热 笔荤!虿良作业条件，限于 滑囊炎
3．刮研作业，限于刮研作业 股静脉血栓综合征、般动脉闭塞

井下工人
⋯～

人员 症或淋巴管闭塞症

注：1．针对新分类目录优先列示对应的新职业病目录职业病，其次是职业病诊断标准中的职业病，没职业病的列示GBz 2—2007接触限值。2．

职业病列下的()内的疾病名称指《职业病分类目录》没有该因素引起的职业病，但职业病诊断标准附录里列有该危害因素引起的职业病。3．[]表示

危害因素没相应的职业病，只有限值。 收稿日期：2015—11—26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