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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将颈椎病、
腰椎病等疾病列入职业病
目录的呼声很高。但由于
职业特异性不足，个人习
惯也容易致病，因此难以
界定是否因职业造成。”林
洁认为，将一些广义上的

“职业病”纳入职业病范
畴，目前来看，仍有难度。

“体重过重、缺乏锻
炼、女性怀孕，其实都容易
引发此类疾病。”江南大学
附属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预防颈腰腿痛、肩周疾
病、骨质增生等此类疾病
的关键是，避免过劳、不良
姿势和久站久坐。同时应
加强劳动保护，限制加班
和高强度工作，保障劳动
者休息和锻炼的时间，鼓
励用人单位创造运动的场
地和条件等。

尘肺病、噪声聋、化学灼伤、职业性皮肤病……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有毒有害因素而

引起的职业性疾病，越来越受到关注。2022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20个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你对职业病防治知多少？

关于职业病，你不知道的事！

“上班太忙，吃饭不
规律，胃病快成了职业
病”“天天对着电脑，颈椎
病和‘鼠标手’都来了，能
算职业病吗?”“因为工作
的关系，得了脂肪肝，这
总算是职业病了吧？”聊
起职业病，劳动者们常如
此感叹，却不知这也是大
众对职业病认知的“误
区”，事实上这些都不是
法定职业病。

记者获悉，职业病
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
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
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
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
病。一般来说，要符合

法律规定的疾病才能称
为职业病。

根据2013年修订的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我国法定的职业病包括
10大类共132种。具体
包括：职业性尘肺病及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19
种、职业性皮肤病9种、
职业性眼病3种、职业性
耳鼻喉口腔疾病4种、职
业性化学中毒60种、物
理因素所致职业病7种、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11
种、职业性传染病5种、
职业性肿瘤11种和其他
职业病3种。被诊断为
职业病的劳动者，依法
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
待遇。

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2021年，全国报告
新发职业病病例数降幅
达43.8%、19个重点行业
开展了职业病危害专项
治理、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县区覆盖率达95%以
上。“无锡职业病病例数
量比较稳定，其中尘肺病
患者占多数，职业性噪声
聋有所上升，还有一部分
以化学灼伤为主”，市疾
控中心职业与放射卫生
科副主任林洁介绍，大多
数职业病，在长期监管之
下和企业的转型升级中，
已经变得越来越“ 小
众”。“以无锡现存的工矿
企业为例，他们确实存在
尘肺病致病因素，但由于
控制得当，我们的本土新

增病例并不多，只有一些
操作不当的意外致病、致
伤”，林洁说。

“环境差，风险高的
工厂现在很难招到人，特
别是我们的90后、00后，
尤其注重办公的环境和
风险”，林洁分析，新生代
的劳动者也在倒逼企业
创造更无害、更安全的作
业环境，鞭策企业加速迭
代升级，运用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以及智能化
生产设备，降低职工患病
风险。“现在我们的技术
工人都是当‘宝贝’一样
的，可舍不得让他们在有
毒有害的环境中工作”，
在工厂调研时，企业负责
人的这句话，让林洁印象
深刻。

根据《职业病防治
法》，劳动者理应了解工
作场所产生或可能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危
害后果和应当采取的职
业病防护措施，要求用
人单位提供符合防治职
业病要求的职业病防护
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
病防护用品、改善工作
条件，拒绝违章指挥和
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
护措施的作业。此外，
劳动者还享有职业健康
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
等职业病防治的服务。

在“举证倒置”的原
则下，劳动者如果怀疑所
得的疾病为职业病，要让
用人单位，提供自己历年
来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以及作业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结果，将这些
资料提交到有职业病诊
断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
进行职业病诊断。在维
权过程里，用人单位必须
客观、如实、无偿地为劳
动者提供所需资料，如果
用人单位不配合，劳动者
可以到行政执法部门请
求行政干预。

值得一提的是，劳
动者普通健康体检，并
不能替代职业健康检
查，劳动者在准备调离
或脱离所从事的职业病
危害的作业或岗位前，
还应进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检查，确定其在停
止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时的健康状况。

作为一家游戏公司的
技术总监，王浩觉得肩颈酸
痛是常见“职业病”，所以并
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的同
事们也这样，我们习以为常
了。”直到几年前，王浩越发
觉得不对劲，一旦天气变
冷，肩膀就酸痛得不行，脖
子也特别僵硬，左右一转
头，还会发出“搁楞搁楞”的
声音，不仅影响白天工作，
夜里还会因此失眠。“在工
作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毛病，
为什么不能算作职业病
呢？”王浩感到纳闷。

入行4年的快递小哥
秦力也有同样的困惑。他
虽已是快递公司管理层的
职位，但早期在一线工作
时，搬运重物是日常标配，

“时间长了，腰肌劳损、胃
病都齐全了，工作的关系
这些都不可避免，身边的
同事情况也差不多。”

此外，教师、IT从业
者，医生由于长期伏案，
多患有骨质增生，间盘退
变、突出；警察、医生、记
者、司机等由于饮食不规
律和缺少运动，稍不注意
胃病就会发作，在“玻璃
胃”群体中占比很高；程
序员、办公室文员容易患
鼠标手、电脑眼，久坐办
公室的人群中，腰肌劳损
是常见的疾病。不少劳
动者呼吁，将职业病目录
扩列，倒逼企业采取措
施，保障职工健康。

【误区】
颈椎病、鼠标手、玻璃胃是“职业病”吗？

【现象】
新增趋缓，无锡职业病病例数量总体稳定

【保障】
得了职业病，劳动者该如何维权？

【建议】
职业病目录扩列
改善过劳现象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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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陈钰洁 马晟）（高萌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