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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 5.1 条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标准

GB11502-1989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以本标准为准。 
职业性白内障是由职业性化学、物理等有害因素引起的以眼晶状体混浊为主的疾病，

可造成接触者的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为能及早诊断和正确处理，以保护作业者的健康，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附录 B、C、D 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负责起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参

加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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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35-2002 

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 

    职业性白内障是由职业性化学、物理等有害因素引起的以眼晶状体混浊为主的疾病。可

与全身疾病不平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性白内障的诊断及处理。 

2  诊断原则 

有明确的化学、物理等职业性有害因素接触史，以眼晶状体混浊为主要临床表现，参

考作业环境调查和空气中化学物质浓度测定及辐射剂量的测量资料，综合分析，排除其他非

职业因素所致眼晶状体改变，方可诊断。 

3  观察对象 

    具有下列一项表现者： 

a) 彻照法检查，晶状体周边或后极部有点状暗影； 

b)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晶状体周边或后极部有点状混浊，皮质尚透明；或晶状体后极

出现水疱样改变。 

    一般无视力障碍。 

4  诊断及分级标准 

4.1  一期白内障 

    具有下列一项表现者： 

a) 彻照法检查，晶状体周边部暗影构成环形，其最大环宽不超过晶状体半径的 1／3；
或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见晶状体周边有灰黄色点状混浊； 

b) 晶状体后极后囊下皮质呈盘状混浊，前极前囊下皮质内也可出现细点状混浊。 

    一般不影响视力。 

4.2  二期白内障 

有程度不等的视力障碍，并具有下列一项表现者： 

a) 周边部环状混浊最大环宽超过晶状体半径的 1／3，但不到 2／3 者。有时也可在中

央部出现环状混浊，其范围相当于瞳孔直径大小； 

b) 后囊下皮质呈蜂窝状混浊，前囊下皮质混浊加重。 

4.3  三期白内障 

晶状体周边部混浊超过晶状体半径的 2／3；或中央部有致密点状、盘状混浊；或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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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全部混浊，有明显视功能障碍。 

5  处理原则 

5.1  治疗原则 

    按白内障常规治疗处理。如晶状体完全混浊，可施行白内障摘除术，术后酌情配矫正眼

镜，有条件者可行人工晶状体移植术。 

5.2  其他处理 

    职业性白内障晶状体混浊为不可逆性损害，并可影响视功能（中心视力、视野）。凡对

视力发生确切影响者，应脱离接触。 

5.2.1  已有晶状体混浊，而无明显视神经损害者，也应酌情调换至其他工作。 

5.2.2  晶状体混浊，视力或视野明显受损，应适当安排休息，或从事轻工作。 

6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见附录 A（资料性附录），附录 B、C、D（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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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A.1  职业性白内障致病因素主要为化学、物理因素两大类，临床表现共同点为眼晶状体不

同程度、不同部位及不同形态的混浊。职业性白内障常见的临床类型及主要致病原因如下： 

a． 中毒性白内障，参见附录 C（规范性附录）； 

b． 非电离辐射性白内障，主要有微波白内障、红外线白内障和紫外线白内障。微波白

内障是指电磁波中 300 MHz～300 GHz频率范围或 1m～1mm波长辐射所致眼晶状

体损伤；红外线白内障是高温作业环境下热辐射，即波长短于 3×10-6m红外线辐射

所致晶状体损伤；接触紫外线也可引起白内障； 

c． 电离辐射性白内障分放射性白内障和电击性白内障。电击性白内障主要指检修带电

电路、电器，或因电器绝缘性能降低所致漏电等电流接触体表后发生的电击而造成

的眼晶状体混浊。 

A.2  职业性白内障的诊断主要是根据眼晶状体混浊形态、特征、分布及职业因素的判断。

在职业接触史方面，化学因素所致白内障应注意作业环境毒物的浓度；物理因素所致白内障

则要注意各种辐射因素的辐射剂量，必要时要模拟现场进行测量。 

A.3  目前最常见的为三硝基甲苯中毒性白内障。其特点是在晶状体前后皮质内有多数大小

不等的灰黄色细小点状混浊，重者在中央部出现与瞳孔直径大小相等的环形或盘状混浊，彻

照法检查时可见晶状体周边部由多数楔状混浊连接而成的环状暗影。 

A.4  电离辐射所致白内障在防护、诊断与处理上有特殊性，单独设立诊断标准。 

A.5  非电离辐射所致白内障问题，有待进一步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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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眼科检查要求与临床观察 

 

B.1  彻照法检查：在除外青光眼的条件下，以 5％新福林或复方托品酸胺充分散大瞳孔后，

用直接检眼镜进行彻照法检查。重点观察晶状体，同时注意玻璃体及眼底病变。 

B.2  裂隙灯检查：在彻照法检查之后，用裂隙灯显微镜对晶状体改变进行详细观察记录（弥

散光及光切面检查），并按下列格式标示病变部位及范围。 

 

B.3  眼科一般要求：详细询问病史，常规外眼检查。视力检查包括远、近视力以及矫正视

力。 

B.4  晶状体周边部混浊（以三硝基甲苯白内障为例）。 

B.4.1  晶状体周边部环状暗影为多数楔形混浊连接而成，楔底向周边，尖端指向中心。周

边部与环形暗影间有一透明带。裂隙灯检查周边部混浊位于前后皮质和成人核内。 

B.4.2  中央部环状混浊和盘状混浊为晶状体前皮质内的细小灰黄色颗粒状混浊，位瞳孔区，

其直径可与瞳孔大小相等。 

B.4.3  随着晶状体周边部混浊的加重，晶状体皮质的透明度可降低。 

B.5  晶状体后囊下皮质混浊（以放射性白内障为例）。 

B.5.1  晶状体后囊下皮质混浊为细点状混浊，排列成环形，并逐渐形成盘状。也可向皮质

深层扩展，形成宝塔状外观。重者呈蜂窝状混浊。 

B.5.2  在盘状混浊的周围可出现不规则的条纹状混浊，向赤道部伸延。前、后囊下皮质混

浊常伴有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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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视力障碍 

B.6.1  晶状体周边部混浊对视力一般无明显影响。 

B.6.2  晶状体前中央环或盘状混浊，后极部盘状混浊或蜂窝状混浊，随着混浊致密度的增

加及范围的扩大，可导致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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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中毒性白内障 

 

C.1  职业性中毒性白内障主要是由于长期接触三硝基甲苯、萘、铊、二硝基酚等所引起的

以眼晶状体混浊改变为主要表现的眼部疾病。以三硝基甲苯白内障最为常见。晶状体混浊程

度与接触时间及接触量有相关关系。 

C.2  三硝基甲苯中毒性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形态、分布具有明显的特征，参照本标准 4.1.a、
4.2.a、4.3 等条款及附录 B（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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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电离辐射性白内障 

 

D.1  电离辐射性白内障包括放射性白内障和电击性白内障。 

D.2  放射性白内障为接触 X 射线（如医用 X 射线）、γ射线、中子射线等引起的双眼或单

眼晶状体电离辐射性损害。其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参照 GBZ9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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