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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的定义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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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是指由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引起的疾病

• 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包括：粉
尘、有毒物质、噪音、高温、低温、
辐射等
• 长期接触这些有害因素会导致健
康损害，甚至引发职业病

职业病的成因是多方面
的

• 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产生有害因素
• 劳动者长时间接触这些有害因素
• 劳动者个体差异，如抵抗力、免
疫力等

职业病的发生与工作环
境、劳动强度、防护措
施等因素密切相关

• 不良的工作环境会加大职业病发
生的风险
• 高强度的劳动会加重劳动者的健
康损害
• 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会导致职业
病发生的概率增加

职业病的定义及其成因



• 职业病分为十大类
• 尘肺病：如矽肺、煤工尘肺等
•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如外照射急性放射病、内照射放射病等
• 职业性中毒：如一氧化碳中毒、苯中毒等
•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如中暑、冻伤等
• 职业性皮肤病：如接触性皮炎、职业性痤疮等
• 职业性眼病：如职业性白内障、电光性眼炎等
•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如噪声性耳聋、铬鼻病等
• 职业性肿瘤：如石棉肺、联苯胺中毒等
• 其他职业病：如职业性哮喘、金属烟热等

• 职业病的特点
• 职业病具有病因明确、发病规律和临床表现的特点
• 职业病通常是由于长期接触有害因素引起的慢性疾病
• 职业病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职业病的分类与特点



职业病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 职业病会导致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多个系统的疾病
• 职业病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职业病对劳动者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 职业病会导致劳动者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 职业病会影响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家庭和社会关系

职业病对社会和家庭造成经济损失

• 职业病会导致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家庭收入
• 职业病会增加医疗费用，加大社会保障负担

职业病对健康的影响



职业病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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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加强职业病的防护措施

• 改善工作环境，减少有害因素的产生
• 提供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降低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的风险
• 加强职业健康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企业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 制定职业健康操作规程，规范劳动者的生产行为
•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及时发现和预防职业病
• 建立职业健康档案，记录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信息

企业应加强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 定期开展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估职业病的风险
• 采取有效的职业危害控制措施，降低职业病的发生概率
• 积极参与职业健康监管，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企业层面的预防措施

⌛️



• 学习职业病的定义、分类和预防措施
• 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劳动者应了解职业病的危害和预防知识

•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生产作业，避免接触有害因素
•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降低职业病的风险

劳动者应遵守企业的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 发现职业健康问题，及时就医治疗
• 遵循医生的建议，调整工作岗位或采取防护措施

劳动者应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个人层面的预防措施



政府应加强对职业病的监管力度

• 制定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 加强对企业职业健康管理的监管，确保职业病防治措施落实
• 加大对职业病的处罚力度，遏制职业病发生的势头

政府应提供职业病防治的政策支持

• 制定职业健康发展规划，明确职业病防治的目标和任务
• 加大职业病防治投入，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
• 鼓励和支持职业健康研究，促进职业病防治技术的发展

政府层面的监管与政策支持



职业病的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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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的诊断方法包括

• 临床诊断：根据劳动者的临床表现和病史进行诊断
• 病理诊断：通过病理检查发现职业病病变
• 影像学诊断：利用影像学技术发现职业病病变
• 实验室诊断：通过实验室检查发现职业病病原体或指标

职业病的诊断流程

• 劳动者向企业提供职业健康体检报告
• 企业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提供劳动者职业健康档案和体检报告
• 职业病诊断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诊断，出具职业病诊断书
• 企业根据职业病诊断书落实职业病患者的相关待遇

职业病的诊断方法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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