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生产性与口服农药中毒的农药品种 ,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该地区农药品种的使用情况。从该地区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农

药品种来看 , 单一农药与混配农药中毒者的比例约为 1∶1。由

于多数农药混配制剂的毒性有相加或协同作用 , 因此中毒程

度往往比单一农药品种中毒者严重。

口服农药中毒则以单一农药品种多见 , 单一农药与混配

农药中毒者的比例约为 4∶1。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最常见的农

药中毒品种是乐果 、 甲胺磷以及两者的混配制剂乐胺磷。 3 种

农药品种约占口服农药中毒患者的 75%。口服农药中毒是以

消化道吸收进入体内 , 它具有一次摄入量集中 、 发病急等特

点 , 中毒程度往往比生产性中毒者严重。

本文结果提示 ,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占中毒的首位 , 因

此有机磷农药仍是该地区今后一段时期内急性农药中毒防治

工作的重点 。为有效控制农药中毒的发生 , 须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1)加强农药中毒防治知识的普及 、 宣传教育及

农药的管理工作;(2)省 、 市 (县)级的卫生部门应建立急救

咨询中心 , 及时解决基层乡镇医院在抢救治疗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3)推行科学的施药方法 , 在与农药的接触中应注意

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 , 避免高温作业 , 保持施药器械的完好

等;(4)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民调活动及农村两个文明的建

设工作 , 以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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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机械制造厂职工安全生产知识需求调查
Survey of the demand on the knowledge of production safety in workers of a machinery manu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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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问卷方式对某厂 68 名生产工人 、 31 名机关和

生产管理等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调查。结果显示生产工人

与管理人员及不同学历者间的安全生产知识水平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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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 、 掌握 、 分析企业开展的安全教育情况及在健康

促进中应采取的针对性干预措施 , 我们对某厂职工进行了安

全生产知识水平的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调查内容及方法

调查内容设定了安全生产基本概念 、 工作规范知识 、 工

作现状评价 3方面。

调查问卷的设计采用 3种方式:(1)单选方式 , 设定 4 道

概念题 , 即何谓 “安全生产方针” 、 “安全生产” 、 “安全操作

规程” 、 “劳动保护” , 每题附 3个答案。(2)多选方式 , 设定

2 道规范题 , 即 “安全职责范围” 、 “人的不安全行为”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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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附 6 个答案 , 后题附 8个答案 , 均为正确答案。(3)程度评

定方式 , 设立 2 道评价题 , 一题为工作中 “不注意个人防护 、

不按规定操作” 的自评题 , 题后附 “常有 、 时有 、 未有” 3 个

答案;另一题为对 “工作环境安全防范措施” 的评价题 , 后

附 “措施齐全 、 不全 、 缺乏” 3个答案。

调查前对参调人员进行培训 , 统一方法后进入生产现场 ,

指导调查对象答题 , 并当场收卷。 将收回的调查问卷分类统

计每题的全答对或选答人数 , 以及所占百分率 , 差异比较采

用 χ2 检验。

根据调查结果评定健康促进干预内容的参考标准见表 1。

表 1　安全生产知识需求内容评定标准

评价内容
评定标准

评价依据 理想水平 考虑干预 必须干预

安全概念 正确% ≥70% ≤60% ≤40%

工作规范 正确% ≥70% ≤60% ≤40%

工作评价 评价% <40% 50% >60%

2　调查结果

2.1　一般情况

该企业现有职工1 100人 , 由于实行轮岗制 , 调查时在岗

约 500 人 , 因同时涉及多项调查内容 , 本次调查了 99 人 , 包

括车间生产工人 68 人 , 机关与生产管理等人员 31 人。

2.2　总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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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概念题管理组全答对率(87.10%)明显高于生产工人

(60.29%)(P<0.05),工作规范题管理组全答对率(40.74%)是

生产工人(13.24%)的 3 倍(P<0.05)。

2.3　不同学历人员的需求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对概念题的全答对率按照高低顺序排列:

大学组 92.86%、 高中 (中专)组 65.38%、 初中 (小学)组

42.11%, 3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P <0.05);说明学历越低对

安全生产基本知识的掌握越少 , 这可能与其文化知识低对安

全生产知识的领悟较差有关。3 个学历组对规范题的全答对率

分别为 32.14%、 21.15%、 0 , 均低于必须干预标准 , 且 3 组

间差异无显著性。

2.4　对工作现状评价

被调查者认为在生产中常见和有时见到不注意个人安全

防护的人数占 74.60%、 不按规定操作的人数占 72.98%;认

为工作环境中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全或缺乏者占 36.12%。据此

认为该企业生产中的不安全行为较常见。

3　分析与讨论

3.1　关于调查内容的设定

调查内容设定了概念题 、 规范题和评价题 , 以这3 方面调

查作为评价生产工人安全生产基本知识需求的依据是否妥当 ,

本文仅是初探 , 因目前还没有一套这方面通用的调查模式 ,

而且安全生产知识广泛 , 不同生产性质的厂矿企业 , 对其要

求的范围也有所侧重。但笔者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 , 工

人对安全生产及其当前我国现行的 “安全生产方针” 、 “安全

操作规程和劳动保护” 的概念应该是熟悉的;从工人的安全

生产而言 , 对于工作中的安全职责和人的不安全行为知识的

掌握也是必须的。当然不同的企业 , 其内容应涉猎的范围有

待进一步探讨。另外采用的单选 、 多选 、 程度评定3 种设计方

式是否妥当也有待讨论。

3.2　关于干预内容的评定标准

开展厂矿企业健康促进工作 , 以调查结果指导确定干预

内容 , 这是一个新的探索。分析目前国内所见的职业卫生知

识需求调查报道 , 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以企业内生产工人的

调查结果与安防人员进行比较[ 1] , 以外来工人与本地工人比

较[ 2] 。这两种方式虽然都有各自的实用意义 , 但也有一定的

局限性。因此本次根据开展健康促进工作应结合企业的实际

需要 , 以弥补其不足为主的设想 , 初步拟定了一个参考标准 ,

用以评定调查人群的安全生产知识需求 , 但是否合理 , 有待

进一步探讨。

3.3　关于调查结果的分析

此次调查人数约占该企业总人数的 10%, 调查对象在不

同工种 、 年龄 、 学历 、 性别均有分布 , 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 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基本概念的全答对

人数率较高 , 但对工作规范题的全答对率较低 , 在必须干预

范围;生产工人对概念题的全答对人数率在考虑干预范围 ,

而对工作规范题的全答对人数率低于必须干预标准 , 尤其是

小学初中学历者对这两方面知识的需求更大。对于工作规范

方面的知识需求无论是低学历还是高学历均需加强。 另外在

被调查人员中自评不注意个人防护和不按规定操作的行为较

多 , 达到了必须干预标准 , 这可能与生产工人对工作规范基

本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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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腈纤维纺织作业对职工健康的影响
Effect of spinning and weaving with polyacrylonitrile on the health of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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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家聚丙烯腈纤维生产企业的职业危害及作业

工龄 5年以上的 567 名挡车女工的健康状况进行测定与检查。

结果表明 , 主要的职业危害为粉尘和噪声;聚丙烯腈纤维粉

尘对接触组呼吸系统和眼结膜有刺激作用 , 引起肺纹理增多 、

增粗 、 延长 、 紊乱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接触组听力

损失的发生率也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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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腈纤维在纺织过程中主要的职业危害是聚丙烯腈

纤维粉尘和噪声。我们对某县 2 个聚丙烯腈纤维纺织企业的

职业危害状况进行了调查 , 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该县 2 家聚丙烯腈纤维纱生产企业中 , 聚丙烯腈纤维

作业工龄 5 年以上的 567 名挡车女工为接触组 , 平均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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