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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4月28日发布2009年职业病防治工作和2010年重点工作情况通报。通报显示，2009年新发各

类职业病18,128例，其中尘肺病新增14,495例，死亡748例，目前尘肺病仍是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 

 

根据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业病报告，2009年新发各

类职业病18,128例。职业病病例数列前3位的行业依次为煤炭、有色金属和冶金，分别占总病例数的

41.38%、9.33%和6.99%。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9年底，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 

 

其中，2009年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14,495例，死亡病例748例。在14,495例尘肺病新病例中，煤工

尘肺和矽肺占91.89%。目前尘肺病仍是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2009年，报告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报告总

例数的79.96%；尘肺病发病工龄缩短，群发性尘肺病时有发生；中、小型企业尘肺病发病形势严峻，超

过半数的尘肺病分布在中、小型企业。 

 

职业中毒方面，2009年共报告各类急性职业中毒272起，中毒552例，死亡21例，病死率为3.80%。

其中包括重大职业中毒18起，中毒188例，死亡21例，病死率为11.17%。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化学物质

近50种，引起中毒例数最多的物质为一氧化碳，主要分布在冶金、煤炭、建设和建材行业。66.74%的急

性职业中毒病例发生在小型企业。2009年共报告慢性职业中毒1912例。引起慢性职业中毒的化学物质排

在前3位的分别是铅及其化合物、苯、砷及其化合物，分别为1082例(占 56.59%)、208例(占10.88%)和

165例(占8.63%)，主要分布在冶金、有色金属和机械行业。2009年共报告职业性肿瘤63 例。其中苯所

致白血病22例，焦炉工人肺癌19例，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瘤11例，联苯胺所致膀胱癌11例。2009年共报

告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等职业病1106例。其中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424例(噪声聋居多，达348例)，

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192例(布氏杆菌病190例，森林脑炎2例)，职业性皮肤病176例，职业性眼病161

例，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111例，其他职业病4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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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目前尘肺病仍是中国最严重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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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医学专家说的,我朝大城市成年人的肺有40-50%以上的人是黑的,就是空气尘霾污染造就,这不是X职业群体的问

题,其不是全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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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可能整个煤炭行业仅有一个华北煤炭医学院和几家医疗研究所的课题组在进行研究吧，看看政府的投入就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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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便能发现这套流行的顺口溜的逻辑是何其地冷血，它等于要我们所有享受到发展好处的人，要所有搭

地铁上班上学的人，要所有乘电梯在高楼中升降的人，一起去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自己便利生活的代价。我不相

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能用这种看起来很无奈的态度去把他人的处境当成代价。我不相信所有尝到好处

的人都能自觉地安心牺牲他人。那些湖南工人的疾病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欠账”与“发展的代价”，它根本没

有那么玄，它是雇主和政府的实在责任，所谓的“代价”只不过是种便利的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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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着聚集上访的工人说：“这是历史的欠账，是发展的必然代价。”这是所有报道里头最

刺痛我的一句话，虽然我对这种说法十分熟悉。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有人把枯竭的水源、

污染了的土地，乃至于贫富差距的恶化形容为“发展的代价”；但我还是第一回听见官员将一群待死之人也说成

是“发展的代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

还是现在不必偿付的？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轻易那么漫不经心地就能把一些东西当成“代价”，然后说的人和听

的人都往往摇头一叹“没办法”呢？谁有权力界定什么东西什么人要当那个玄而又玄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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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尘病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病。根据考古学家的调查，早在古埃及兴建大金字塔的年代，就有记录显示当

时的工人大批地患上了肺尘病。五千多年之后，我们不盖金字塔了，但是我们在地面上筑起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

楼，在地面下挖出一条又一条的地铁隧道；然后，我们的工人依然得了肺尘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今天的

中国竟然没有办法预防这么古老的疾病？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病患该怎么办，古埃及尚且留有碑文记述肺尘病人

之苦，我们该不会令这些有名有姓的人淹没在历史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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