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小型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in small scale wood furnitur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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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调查 , 认为职业健康教育是小型木家具制造

企业迅速提高从业人员职业卫生知晓率和改变卫生习惯的有

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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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家具制造企业大多为小工业 , 手工作坊式生产 , 存在

着比较严重的职业危害[ 1] 。为了探讨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健

康教育的经验 , 我们选择了5 家小型木家具制造企业 , 开展职

业健康教育试点工作 , 并对其近期效果进行了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5 家小型木家具制造企业全体在岗员工。

1.2　方法

1.2.1　基线调查　采用统一设计的问卷 , 由经过培训的专

业人员逐厂实地调查;同时进行闭卷考试 , 试卷内容为职业

卫生法规 、 职业卫生基础知识和卫生常识 , 基础知识中包含

木家具制造过程中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

1.2.2　教育方式　全员分期举办专题培训班 、 开展班组讨

论 , 并给每位员工发放职业卫生法规 、 职业卫生基础知识和

卫生常识等书面资料 , 包括专门编写的木家具制造业职业危

害防治通俗教材。

1.2.3　效果评价

3 个月后 , 再次采用和基线调查相同的问卷调查和闭卷考

试。两次调查资料均用 FoxPro建立数据库 , 用 SPSS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5 家企业均为民营企业 , 有 369 名工人和 36 名管理人员。

工人均是外来人员 , 文化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占 92.1%。

木家具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危害因素是苯 、 甲苯 、 二

甲苯 、 木尘和噪声等。5 家企业中有害作业工人为 205 人 , 占

工人总数的 55.6%。有 358 名工人和 35 名管理人员参加了前

后 2次的问卷调查和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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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人的职业卫生知识变化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工人职业卫生知晓率有明显提高

(表 1), 闭卷考试成绩显示 , 工人的考试平均分从开展健康教

育前的 47.5 分上升到开展健康教育后的 69.7 分 , 差别有极显

著意义 (同体比较 t 检验 , P<0.01)。

表 1　工人职业卫生知晓率变化

调查

人数

开展健康教育前

人数 %

开展健康教育后

人数 %

知道有关劳动卫生

法规＊＊ 358 10 2.8 347 96.9

知道本单位有无有

害因素＊＊ 358 75 20.1 347 96.9

知道本岗位有无有
害因素＊＊ 358 281 78.5 345 96.4

知道有害因素的危
害性＊＊ 358 9 2.5 178 49.7

　　配对 χ2 检验　＊＊P<0.01

2.3　工人的职业卫生服务愿望变化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工人的职业卫生服务愿望均有明显

提高 , 其差别有极显著意义 (表 2)。

表 2　工人的职业卫生服务愿望变化

调查

人数

开展健康教育前

人数 %

开展健康教育后

人数 %

愿意接受卫生部门

监督检查＊＊ 358 286 80.0 343 95.8

愿意参加职业卫生

知识培训＊＊ 358 218 60.1 280 78.2

愿意了解有害因素

浓度＊＊ 358 281 78.5 294 82.1

愿意参加职业性健
康体检＊＊ 358 187 52.2 221 58.9

愿意使用个人防护
用品＊＊ 358 205 57.3 231 64.5

　　配对 χ2 检验　＊＊P<0.01

2.4　工人的卫生习惯变化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工人中不吸烟的人数从 76.0%上升

到 79.9%(配对 χ2 检验 , P<0.01);工余时间开展健身活动

的人数从 2.5%上升到 5.6%(配对 χ2 检验 , P<0.01);开展

文化学习的人数从 3.9%上升到 4.8%。工人在身体不适时 ,

一般采取 4 种处理方法 , 熬一熬 , 坚持工作;休息休息 , 熬过

去;自己买药应付过去;上医院诊疗。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后 ,

4种处理方法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 熬一熬 , 坚持工作的从

18.7%下降到13.7%;上医院诊疗的从 23.2%上升到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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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均有极显著意义 (配对 χ2 检验 , P<0.01)。

2.5　管理人员的职业卫生知识变化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管理人员对职业卫生法规和职业卫生

知识的了解程度均有提高 , 其中对有一定知识深度的劳动卫生

国家标准知晓率从 8.6%提高到 82.9% (配对 χ2 检验 , P <

0.01), 预防性卫生监督制度知晓率从 65.7%提高到 85.7%(配

对χ2 检验 , P <0.05)。 闭卷考试成绩显示 , 管理人员的考试

平均分从开展健康教育前的 52.6 分上升到开展健康教育后的

78.0分 , 差别有极显著意义 (同体比较 t 检验 , P <0.01)。

2.6　管理人员的职业卫生服务愿望变化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前 , 管理人员的职业卫生服务愿望已经

较高 ,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后 , 管理人员的职业卫生服务愿望又

进一步提高 , 但限于样本太小 , 差别无显著意义。

工人的问卷调查表明 ,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制定书面安全

卫生操作规程的作业岗位从 55.0%上升到 66.5%, 差别有极显

著意义 (配对 χ2 检验 , P <0.01)。 同时 , 管理人员中 , 愿意

支付一定的费用请专业机构开展职业卫生服务的人数 , 从

94.3%上升到 97.1%。

3　讨论

本文调查显示 ,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工人职业卫生认识水

平有大幅度的提高 , 这表明 , 全面的 、 有计划的职业健康教

育 , 是提高工人职业卫生认识水平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调

查也显示 , 工人职业卫生认识水平提高的同时 , 接受职业卫生

服务的愿望也有明显的提高 , 这表明 ,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工

人加强了自我保护意识 , 因此对职业卫生服务普遍采取了欢迎

的态度。

影响行为的因素有 3 大类 , 倾向因素 、 促成因素和强化因

素 , 认识水平的提高 , 有助于增强倾向因素[ 2] 。 调查显示 , 通

过职业健康教育 , 工人吸烟的人数减少了 , 在身体不适时 , 采

取熬一熬 , 坚持工作方法处理的人数减少了 , 工余时间参加健

身活动和文化学习的人数增加了。 这表明 , 职业健康教育促进

了工人自愿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当然 , 要使工人长期保持

有益于健康的行为 , 尚需进一步优化工作 、 生活环境 , 增强促

成因素和强化因素 , 这就需要开展系统的职业健康促进工作。

管理人员对职业卫生的认识水平 ,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

业职业卫生服务的水平。调查显示 , 通过职业健康教育 , 管理

人员接受职业卫生服务的愿望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 ,

并且在管理实践中 , 自觉加强了促成因素和强化因素的形成 ,

如有书面安全卫生操作规程的作业岗位增加了。 “人人享有职

业卫生” 是全世界的共识[3] , 也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本文通

过调查分析认为 , 结合作业环境的改善 ,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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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空气中五氧化二磷测定方法的改进

Improvemen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phosphorus pentoxide in the air of working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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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车间空气中五氧化二磷测定方法作了改进 , 改

进后所测五氧化二磷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 0.997 , 相对标准偏

差为10.70%, 最低检出限为 0.2μg/5ml , 平均回收率在89.5%

～ 10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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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空气中五氧化二磷监测方法与空气中 MAC 为 1.0

mg/m3[ 1] , 我们对某化工厂进行了车间空气中五氧化二磷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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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评价。测定中我们深感原方法有些地方需要改进 , 现将

改进方法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理

五氧化二磷遇热水生成磷酸 , 磷酸与钼酸铵及氯化亚锡

作用生成磷钼蓝 , 比色定量。

1.2　仪器

所用分光光度计为7230分光光度计 , 其他仪器与原方法相

同[1] 。

1.3　试剂

硫酸溶液:3.0mol/ L;五氧化 二磷标 准溶液:称 取

0.245 4g磷酸氢二钾 (优级纯)用少量蒸馏水溶解 , 定量转移

入 100ml容量瓶中 , 加蒸馏水至刻度 , 摇匀 , 此液为 1.0mg/ml

五氧化二磷标准贮备液。使用时 , 将此贮备液逐级稀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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