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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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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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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23～ 38)岁 , 平均作业工龄 8.5 (5 ～ 13)年;另选同企

业不从事聚丙烯腈作业的财会 、 后勤人员 120 名作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为 27.8 (22～ 37)岁 , 平均工龄 8.2 (4～ 15)年;两

组人员年龄 、 工龄 、 劳动强度 、 吸烟史等基本匹配 , 差异无

显著意义 (P>0.05)。

1.2　现场职业危害调查

聚丙烯腈纤维粉尘浓度按照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测定方

法》 (GB5478—85), 采用 AFC-20A 型粉尘采样器进行采样测

定;噪声强度按照 《作业场所噪声测定规范》 WS/T69—1996 ,

采用ND-2型精密声级仪进行测定。所有检测仪器都在计量部

门检定效期内。

1.3　健康检查

详细询问职业史 、 既往史 、 个人史 、 自觉症状并进行内

科 、 五官科 、 血压 、 心电图 、 胸部 X线 、 电测听等检查。

1.4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运用 SPSS9.0软件进行χ2 检验等统计处理。

2　结果

2.1　现场职业危害因素测定

对 2个企业各工段的聚丙烯腈纤维粉尘浓度和噪声强度

测定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见 , 各工段的粉尘浓度的均数在

0.80～ 1.61 mg/ m3 , 范围在 0.30～ 2.86 mg/m3 , 噪声强度均数

在 89.69 ～ 93.63 dB (A), 除针梳工段外 , 其余工段噪声均数

都超过国家标准。

表 1　聚丙烯腈纤维纺织企业粉尘 、 噪声测定结果

工段
粉　尘 (mg/m3) 噪声 [ dB (A)]

点数 x±s 点数 x±s

梳毛 8 0.92±0.44 8 91.95±1.64

针梳 8 0.80±0.24 8 89.69±2.02

粗纱 8 0.92±0.46 10 90.30±1.80

细纱 8 1.05±0.63 10 93.10±1.39

捻线 8 1.61±0.74 10 93.63±0.44

筒摇 8 1.50±0.66 8 90.25±1.22

2.2　一般健康检查结果

接触组的自觉症状中的咳嗽 、 胸部紧束感 、 咽炎的发生

率均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P <0.01);眼结膜充

血 、 高血压及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也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

著意义 (P<0.05), 见表 2。

表 2　聚丙烯腈纤维纺织作业工人症状 、 体征比较

组别 观察人数
咳嗽 胸部紧束感 咽炎 眼结膜充血 高血压 心电图异常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接触组 567 　　121＊＊ 21.3 　　155＊＊ 27.3 　　136＊＊ 24.0 　85＊ 15.0 　69＊ 12.2 　49＊ 8.6

对照组 120 10 8.3 9 7.5 15 12.5 9 7.5 6 5.0 4 3.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

2.3　胸部 X线检查及听力检查结果

胸部 X线检查发现接触组肺纹理增多 、 增粗的占 12.5%,

肺纹理延长 、 紊乱的占 5.3%, 与对照组 (分别为 7.5%、

2.5%)比较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5), 未见结节和阴影。

听力检查显示 , 接触组中属于观察对象中的听力损失 Ⅰ ～ Ⅲ

级的分别占 7.4%、 4.6%、 1.6%, 未发现噪声聋 , 与对照组

(分别为 5.0%、 2.5%、 0.8%)相比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05)。

3　小结

本次调查的各工段的聚丙烯腈纤维粉尘浓度比文献报道

的平均浓度 (5.87 mg/m3)低[ 1] 。健康检查显示接触组呼吸系

统症状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1)。 与文献报道一

致[ 1] ;接触组眼结膜充血的发生率比对照组高 (P <0.05);

说明聚丙烯腈纤维粉尘对呼吸道粘膜和眼结膜有一定的刺激

作用。聚丙烯腈纤维粉尘对肺的影响 , 本次调查显示虽不足

以诊断为尘肺 , 但由此而引起的肺纹理增多 、 增粗 、 延长 、

紊乱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 与文献报道[ 2]

一致。

本次调查的各工段的噪声强度多数测定点超过国家标准 ,

接触组听力损失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05), 但未发现噪声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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