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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
录》由原有的10大类132种职业病增加到12大类135种职业病，将于2025年8月1日起施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峻 张宇

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8月1日起施行

“鼠标手”“创伤后应激”
首入职业病范畴

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发布与实施，
是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
这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职业病防治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医疗机构和劳动者多方
协同合作。

企业作为劳动者工作的直接场所，必须将
员工的健康放在首位。除了为员工提供符合
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和防护用品外，还应
定期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开展职业健康培训，
提高员工的自我防护意识。对于高风险岗位，
企业要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如改进生产工艺、
优化工作流程，减少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机会。

医疗机构要不断提升职业病诊断和治疗能

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引进先进的诊断设备和
治疗技术。同时，要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
教育活动，向企业和劳动者普及职业病防治知
识，提高全社会对职业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劳动者自身也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严格
遵守职业卫生操作规程，正确使用防护用品。
一旦发现身体出现异常，应及时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实施，为我国
职业病防治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在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相信职业健康保护工作将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为广大劳动者营造更加健康、安
全的工作环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鼠标手”“创伤后应激”
职业病新增两个大类

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工人常见的腕管综
合征（俗称“鼠标手”）和特定人员的创伤后应
激障碍被正式纳入职业病认定范畴，标志着我
国职业病防治向精细化、科学化迈出关键一
步。

据江苏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朱宝立介绍，
2024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
了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其中职业病类别
从10大类增加到12大类，新增“职业性肌肉
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两个类
别。职业病种类从132种增加到135种，每个
新增类别中分别新增1种职业病——腕管综
合征（限于长时间腕部重复作业或用力作业的
制造业工人）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限于参与突
发事件处置的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消防
救援等应急救援人员），以上2个标准将从今
年的8月1日起施行。

朱宝立表示：“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的调整意味着职业病防治工作迈入新阶段，面
临新挑战，需要我们更好地适应当前职业健康
保护的需求，为劳动者的健康权益提供坚实的
法律保障，推动构建更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
境。”

根据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业性
腕管综合征”的认定仅适用于长期从事腕部重
复性施力作业的制造业工人，如装配线操作
工、机械维修工等需持续使用气动工具或高频
手工操作的岗位。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
办公室主任曹晓燕对诊断标准作出专业解读：

“根据连续三年及以上患侧手腕部从事重复作
业或用力作业的职业史，手部正中神经支配区
域出现感觉或运动功能障碍的症状和体征，伴
有神经电生理检查或腕部高频超声检查异常，
结合职业健康监护和现场职业卫生调查资料，
综合分析，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类似疾病，方可
诊断。”

尽管白领群体的职业相关疾病“鼠标手”
暂未被政策覆盖，但其健康威胁不容忽视，数
据显示，我国视频终端工作者中患病率达
12%~15%，部分企业已将此类疾患纳入员工
健康管理项目。对此，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健
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谭成普表示：“企业需正
视‘职业相关疾病’对生产力的影响。例如，为
高风险岗位员工配置人体工学鼠标、腕托、设
立‘微休息’制度，并通过定期开展健康检查，
特别是高风险人群开展腕部筛查项目，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诊室、主
任医师康然每天都要接诊数十位因肘部疼痛
前来就医的患者。这种被称为“网球肘”的疾
病，正悄然成为困扰现代职业人群的常见健康
问题。“很多患者最初只是觉得手臂酸痛无力，
直到拧毛巾、提重物时出现刺痛才来就医。”康
然表示，这种因首次发现于网球运动员而得名
的疾病，如今已成为多种职业人群的“职业病”。

医学上，网球肘的专业名称为肱骨外上髁
炎，是一种典型的慢性劳损性疾病。其发病机
理与腕伸肌和手指伸肌的过度使用密切相
关。这些肌肉附着于肱骨外上髁处，长期频繁
的牵拉动作会导致该部位出现肌纤维撕裂、出
血，最终形成无菌性炎症。患者初期多表现为
肘关节外侧酸痛，疼痛可向上臂或前臂放射，
尤其在抓握、提举物品时症状加重。随着病情
发展，肱骨外上髁处会出现明显压痛点，严重
者甚至会出现肘关节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日常
生活和工作效率。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现代职业环境中，
网球肘的高发人群已从运动员扩展到多个行
业。IT从业者因长时间使用鼠标键盘，建筑工
人频繁操作螺丝刀、锤子等工具，厨师重复切
菜、颠勺动作，流水线工人持续的装配作业，以
及画家、装修工的反复刷漆动作，都容易诱发
此病。“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主妇在日常家务中
反复拧毛巾、抱孩子等动作，同样存在患病风
险。这些职业活动的共同特点是需要长期重
复手腕伸展动作，若再加之用力不当和缺乏适
当休息，患病风险会显著增加。”康然说。

康然表示，对于疑似网球肘的患者，可以
通过简单的自我检测进行初步判断。压力测
试是通过轻压肘关节外侧来检查有无压痛或

肿胀；抗阻测试则是在抵抗手腕伸展动作时观
察是否诱发疼痛。这些方法虽然简便，但若症
状持续，仍需专业医疗诊断。在治疗方面，需
要根据病情分期采取不同措施。急性期患者
应以休息为主，避免引发疼痛的动作，同时配
合冰敷和非甾体抗炎药物缓解症状。“对于慢
性期患者，系统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康然介
绍，像手指延伸训练、离心训练等，都能有效强
化前臂肌群。此外，中医的穴位贴敷、中药封
包等非药物疗法，以及佩戴专业护具配合物理
治疗，都是常用的治疗手段。其中，冲击波疗
法作为一种新型治疗方式，通过力学能量作用
于深层组织，能有效松解粘连、改善血液循环，
具有无创、安全、见效快等特点，通常3~5次治
疗即可显著缓解症状。

预防网球肘的关键在于日常工作中的防
护措施。保持正确的工作姿势至关重要，使用
鼠标时应确保手腕处于中立位，肘部有适当支
撑。工作过程中要避免长时间重复同一动作，
建议每30分钟休息1~2分钟。在工具选择上，
应优先考虑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如使用软柄
工具可以显著减少震动传导。同时，定期进行
前臂肌群的强化训练，如使用握力器、橡皮筋
等进行抗阻练习，能有效提升肌肉耐受力。

康然特别提醒，若自我护理2~4周后症状
未见改善，或疼痛已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应及
时就医。专业的康复科、骨科或职业病专科医
生会根据病情需要，建议进行肌骨超声或MRI
检查，以明确诊断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值
得注意的是，网球肘作为典型的过度使用性损
伤，预防远胜于治疗。职业人群应当树立健康
意识，在工作中注意劳逸结合，加强相关肌群
的锻炼，避免手腕和肘部的长期过度使用。

“网球肘”成现代职业人群高发病，专家详解防治要点

职业病防治任重道远，多方协同构建健康防线

鼠标手
腕 管 综 合 征 俗 称

“鼠标手”多数是由于手
和腕长期过度使用，引
发了慢性炎症损伤。

创伤后应激
限于参与突发事件处置

的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
消防救援等应急救援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