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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C_c22_653895.htm 职业性皮肤病是指在职业活动

中接触化学、物理、生物等生产性有害因素引起的皮肤及其

附属器官的疾病！ 职业性皮肤病是指在职业活动中接触化学

、物理、生物等生产性有害因素引起的皮肤及其附属器官的

疾病。 一、职业性皮肤病是多发病 皮肤是人体同外界环境接

触的第一道防线，也是生产性有害因素首先接触的器官。根

据国外资料，职业性皮肤病约占职业病总数的50%～70%.我

国尚未见完整的统计。据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皮肤科对

近300家工厂、40多种行业的调查，发现几乎各工种均有职业

性皮肤病发生，其中石油、焦油化工、合成树脂、橡胶、电

镀、制药、玻璃纤维、涂料等行业发病尤为普遍。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曾对某化工厂接触氯苯

类化合物的工人氯痤疮的发病调查发现，患病率达62.6%.这

说明职业性皮肤病应予以足够重视。 二、接触机会 职业性皮

肤病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常常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就某一病例而言，通常有一种原因起主要作用。在生产

条件下，最常见的致病因素有三大类： 1.化学性因素 化学性

因素是职业性皮肤病的主要致病原因，约占职业性皮肤病

的90%以上，其种类繁多，涉及多个工种。按其作用机制分

为原发性刺激物、皮肤致敏物及光感性物质，在每一类物质

中既有无机性化学物，亦有有机性化学物。 2.物理因素 物理

因素包括生产性粉尘、机械性损伤、温度、湿度以及紫外线

等各种光能等。在化工行业中，可与化学因素协同作用促使



发病。 3.生物性因素 生物性因素引起的职业性皮肤病在工业

生产中比较少见，主要见于农、林、牧、渔业中的某些工种

。如皮肤炭疽、类丹毒以及螨疹等。 三、职业性皮肤病的临

床类型 国家标准中将职业性皮肤病分为12种临床类型。其中

最常见的是职业性皮炎，约占整个职业性皮肤病的80%以上

。基本损害为红斑、水肿、丘疹及水疱。 同一致病因素可引

起不同临床表现，同一临床表现又可由不同致病因素引起。 

四、职业性皮肤病的一般性处理原则 1.找出致病原因，暂时

脱离接触。 2.及时清除皮肤上残留的致病物，以免这些物质

继续对皮肤产生刺激或致敏作用。 3.针对不同的临床类型及

皮疹发展经过的不同时期和疹型，对症地给予全身和局部治

疗，同时注意某些外用药物本身是否有刺激或致敏性，使用

时必须慎重。 4.与非职业性皮肤病相鉴别。职业史对诊断具

有决定性意义，对疑为职业性皮炎而诊断依据又不足者，一

般可暂时脱离接触，动态观察。经反复两次以上证明脱离接

触则病愈或明显好转，恢复接触即复发或加剧者可予以诊断

。 五、预防 职业性皮肤病是皮肤直接或间接接触致病物引起

的，因此预防的关键是割断这种接触。由于其发生受多种因

素影响，因此需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 1.改善劳动条件，加

强生产设备的管理、清洁和维修，防止污染作业环境。 2.加

强个人防护，根据工作性质配备防护用品，在使用中的护肤

品必须保持清洁，正确使用皮肤防护剂。 3.搞好生产环境和

个人卫生，设置必要的卫生设备，建立、健全卫生制度，积

极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工作。 4.对特殊敏感个体要妥善安排，

以减少个体因素的影响。如： （1）有严重的变应性皮肤病

、全身慢性皮肤病或手部湿疹患者不宜接触可诱发或加剧该



病的致病物。 （2）严重痤疮及脂溢性皮炎患者，不宜接触

致痤疮的化学物。 （3）严重的皮肤干燥、掌跖角化及皲裂

者，不宜从事接触有机溶剂、碱性物质、无机砷化合物和机

械摩擦等工作。 （4）对光敏感者，不宜从事接触光敏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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