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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杨浦区 2家造船企业 , 分层整群抽取 284名

工人进行职业伤害知信行情况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 , 造船企

业工人普遍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 , 但 21.48%工人对职业伤害

的可控可防性认识不足 , 20%左右的工人在实际作业中存在

着明显的不安全行为。提示社会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造

船企业工人的职业伤害防制宣教工作 , 重点提升职工对职业

伤害可防可控性的认识 , 促使工人的安全意识真正转化为安

全行为 , 并通过加强技能和操作规程的培训 , 从根本上减少

和杜绝工人的不安全行为 , 防制职业伤害的发生。

关键词:职业伤害;知信行;造船企业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7)06-0407-03

职业伤害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 [ 1] 。造修船行业由于具有明火 、 高空 、 起重作业多等行业

特性 , 职业伤害发生率一直持续在较高的水平 [ 2] 。本研究抽

取 2家造船企业的工人进行职业伤害的知信行问卷调查 , 为

开展造修船行业职业伤害防制工作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2006年 8月对 2家造修船企业工人进行职业伤害的知信

行调查 ,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284名工人进行问卷调查 , 调查

人员均经统一培训。用 Epidata3.0建立数据库 , SPSS10.0软

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84名职工中男 257人 、 女 27人 , 平均年龄 41.5岁 , 平

均工龄 19.5年。学历分布:初中及以下 109名 、 中专 32名 、

高中 96名 、 大专及以上 47名 , 分别占 38.38%、 11.27%、

33.80%和 16.55%。职称分布:初级 59名 、 中级 187名 、 高

级 38名 , 分别占 20.77%、 65.85%和 13.38%。工种分布见

表 1。

表 1　造修船企业 284名职工的工种分布情况

工种 例数 构成 (%)

加工 46 16.20

起重 39 13.73

钳工 25 8.80

焊工 9 3.17

切割 11 3.87

铜工 6 2.11

电工 30 10.56

木工 5 1.76

其他 113 39.79

2.2　工作情况

造修船企业 284名职工中 , 需要经常加班的占 33.45%,

经常接触易燃易爆物品的占 23.95%, 经常接触起重吊运的占

23.59%, 经常高处作业的占 22.18% (表 2)。

表 2　造修船企业 284名职工的工作情况

工作情况
每　天

例 %

经常规律性

例 %

偶　尔

例 %

不需要

例 %

高处作业 24 8.45 39 13.73 106 37.32 115 40.49

接触重型机械 14 4.93 32 11.27 64 22.54 174 61.27

接近高温物体 21 7.39 28 9.86 60 21.13 175 61.62

接触易燃易爆物品 31 10.92 37 13.03 50 17.61 166 58.45

起重吊运 34 11.97 33 11.62 52 18.31 165 58.10

冷加工作业 2 0.70 19 6.69 35 12.32 228 80.28

手工操作机械 20 7.04 33 11.62 48 16.90 183 64.44

需要加班 17 5.99 78 27.46 135 47.54 54 19.01

2.3　安全意识状况

调查显示 , 职工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和很不安全的占

19.01%;认为企业对新职工或转岗职工进行的安全教育 、 国

家和企业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安全管理人员及时制止违犯

操作规程现象有必要的分别占 97.89%、 97.18%和 98.94%;

认为事故发生纯属偶然和多数偶然的占 21.48%;认为事故一

般能够避免者占 96.48%;认为安全需求重要的占 93.31%,

认为生产目标重要的占 1.41%, 不清楚的占 5.28%;大多数

职工认为自己可以与安全管理人员密切配合 , 可以积极 、 严

格地按照操作规程去做 , 其中认为完全可以的达 77.46%;职

工对目前的安全教育内容均认为基本可以接受 , 其中认为完

全可以的占 78.52%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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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全行为状况

调查显示 , 不少职工在工作中存在不安全行为 , 其中比

较突出的有操作错误 、 忽视安全 、 忽视警告 (27.47%), 分

散注意力 (23.59%), 攀 、 坐不安全位置 (22.54%), 在起

吊物下作业 、 停留 (22.54%), 使用不安全设备 (22.54%),

徒手代替工具操作 (21.48%), 行为造成安全装置失效

(20.77%)和在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用具的作业或场合中

忽视其使用 (20.77%)。见表 4。

表 3　造修船企业 284名职工的安全意识情况

安全意识情况 例数 % 安全意识情况 例数 %

从事工作是否安全 很安全 22 7.75 对事故发生的看法 纯属偶然 8 2.82

安全 85 29.93 多数是偶然 53 18.66

比较安全 123 43.31 一般不是偶然 91 32.04

不安全 49 17.25 不是偶然 85 29.93

很不安全 5 1.76 决不是偶然 47 16.55

对新职工或转 很有必要 230 80.99 安全需求和生 安全需求 265 93.31

岗职工的安全 有必要 48 16.90 产目标哪个重 生产目标 4 1.41

教育是否必要 有一定必要 6 2.11 要 不清楚 15 5.28

对国家和企业 很有必要 203 71.48 与安全管理人 完全可以 218 76.76

的安全生产专 有必要 73 25.70 员密切配合 多数可以 40 14.08

项检查的看法 有一定必要 8 2.82 基本可以 26 9.16

对安全管理人 很有必要 229 80.63

员及时制止违 有必要 52 18.31

犯操作规程现 有一定必要 3 1.06

象的看法　　

事故能否避免 根本无法避免 1 0.35

一般无法避免 9 3.17

一般能够避免 176 61.97

能够避免 98 34.51

安全教育内容 完全可以 223 78.52

是否可以接受 多数可以 42 14.79

基本可以 19 6.69

能否积极 、 严 完全可以 220 77.46

格地按照规程 多数可以 50 17.61

操作　　　　 基本可以 14 4.93

表 4　造修船企业 284名职工的安全行为状况

不安全生产行为
是

例 %

否

例 %

不涉及

例 %

不清楚

例 %

操作错误 , 忽视安全 , 忽视警告 78 27.47 125 44.01 62 21.83 19 6.69
行为造成安全装置失效 59 20.77 114 40.14 79 27.82 32 11.27
使用不安全设备 64 22.54 120 42.25 76 26.76 24 8.45
徒手代替工具操作 61 21.48 105 36.97 82 28.87 36 12.68

物体 (成品 、 半成品 、 材料 、 工具 、 切屑和生产用品等)存放不当 54 19.01 110 38.73 90 31.69 30 10.56
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55 19.37 119 41.90 84 29.58 26 9.15
攀、 坐不安全位置 (如平台护栏 、 汽车挡板、 吊车吊钩) 64 22.54 118 41.55 83 29.23 19 6.69
在起吊物下作业 、 停留 64 22.54 129 45.42 74 26.06 17 5.99
机器运转时加油 、 修理 、 检查 、 调整 、 焊接 、 清扫等工作 53 18.66 102 35.92 106 37.32 23 8.10

有分散注意力行为 67 23.59 128 45.07 59 20.77 30 10.56

在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用具的作业或场合中 , 忽视其使用 59 20.77 136 47.89 56 19.72 33 11.62

不安全装束 49 17.25 139 48.94 72 25.35 24 8.45

对易燃 、 易爆等危险物品处理错误 54 19.01 128 45.07 80 28.17 22 7.75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 , 2家造船企业很多职工在作业中需要经常

接触易燃易爆物品 、 起重吊运 、 高处作业 、 手工操作机械 、

接触重型机械 、 接近高温物体或液体等 , 19.01%的职工认为

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和很不安全 , 显示了本行业特有的职业伤

害高风险性 , 再次提示必须对接触这些作业流程的工人加强

关注。 33.45%的职工需要经常加班 , 提示加班成为造船企业

职业伤害的一个危险因素 , 值得关注。

安全意识调查结果显示 , 多数职工能够正确看待新职工

或转岗职工的安全教育 、 国家和企业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

安全管理人员及时制止违犯操作规程工作 , 并完全能够配合

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和积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去做。但仍

有 21.48%的工人认为职业伤害纯属偶然和多数偶然 , 对职业

伤害的可控可防性认识不足 , 6.69%的工人没有把安全需求

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而安全行为调查显示 , 20%左右的

工人在实际作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安全行为 , 总结起来与其

主观原因密不可分。 丁永明的造船企业工伤事故调查结果显

示 , 注意力不集中 、 违反操作规程是引起工伤的重要原因 [ 2] 。

因此积极采取措施 , 减少和杜绝不安全行为 , 是开展职业伤

害干预的重中之重。

职业伤害不仅危害工人生命健康, 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由于造船行业具有职业伤害高风险性 , 在造船企业积极开

展职业伤害的预防控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造船企业应及时针

对易发职业伤害的危险作业流程 , 积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

同时改善工作节奏 , 控制加班频率 , 保证工人的正常休息和充

沛精力。在职工安全意识教育上 , 应重点提升职工对职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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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防可控性的认识和对安全需求重要性的认识 , 促进安全意识

真正转化为安全行为 , 并通过加强技能和操作规程的培训 , 从

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同时 , 不断改善工艺流

程和工作环境 , 加大安全投入 , 强化安全措施 , 给职工创造一

个放心的工作环境 , 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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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对作业工人血常规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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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发现 , 甲醛作业工人白细胞计数 、 血小板显

著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血生化中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尿素氮显著升高 , 谷酰转态酶显著下降 ,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且工龄越长 , 血

常规 、 血生化等指标异常越明显。提示长期接触甲醛对工人

血液系统和肝脏的损伤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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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中的各种细胞均由骨髓中原始祖细胞 (造血干细

胞)分化而来 , 而处于不同发育 、 分化阶段的各种血细胞对

化学物和其他环境因素敏感性较高。 因此血液系统可能比机

体的其他组织器官更容易受到损伤 [ 1] 。 为此 , 本次研究以血

液系统为靶器官 , 着重探讨了甲醛对作业工人外周血的血细

胞计数 、 血红蛋白含量及血清酶学指标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接触甲醛的作业工人 65名 (男 42名 、 女 23名)为

甲醛组 , 接触工龄为 0.5 ～ 11.2年 , 平均 2.7年 , 平均年龄

(25.2±5.7)岁。另选无尘毒接触 、 劳动强度相似的工人 70

名 (男 44名 、 女 26名)为对照组 , 工龄为 0.5 ～ 11.8年 ,

平均 2.9年 , 平均年龄 (25.5±5.0)岁。经 t和 χ2检验 , 两

组工人的年龄 、 文化程度 、 工龄 、 性别 、 吸烟等分布情况相

近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血常规 、 血生化测定

使用迈瑞 BC-3000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红蛋白

(Hb)、 白细胞 (WBC)及血小板 (Plt)测定。 使用日立

-715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总蛋白 (TP)、 白蛋白 (ALB)、

球蛋白 (GLB)、 A/G、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AST)、 碱性磷酸酶 (ALP)、 谷酰转肽酶

(GGT)、 总胆红素 (TBIL)、 直接胆红素 (DBIL)、 肌酐

(Cr)、 尿素氮 (BUN)、 尿酸 (UA)测定。

1.3　统计分析

用 SAS6.2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用

Dunnettst检验进行甲醛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2　结果

2.1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 甲醛组工人 WBC计数 (F=13.80, P=

0.000 3)、 Plt(F=22.85, P=0.000 1)显著降低 , 有统计学

意义。其中甲醛组有 21人 WBC计数低于正常参考值, 异常率

为 32.31%。 ALT(F=14.34, P=0.000 2)、 TBIL(F=3.98,

P=0.048 1)、 BUN(F=54.36, P=0.000 1)显著升高 , 与对

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甲醛组有 15人 ALT和 13人 AST

高于正常参考值 , 异常率分别为 23.08%和 20%。见表 1。

表 1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 、 血生化指标测定

结果的比较 (x±s)

项目 甲醛组 (n=65) 对照组 (n=70)

Hb(g/L) 125.66±21.83 128.59±13.11

WBC(×109 /L) 　5.42±2.04△ 　 6.61±1.66

Plt(×109 /L) 172.48±87.57△ 243.10±84.08

ALT(U/L) 　32.09±21.53△ 　21.33±7.66

AST(U/L) 　26.71±13.29 　23.20±6.95

ALP(U/L) 　73.45±13.30 　70.71±16.51

GGT(U/L) 　18.45±13.94 　19.67±11.11

TP(g/L) 　75.17±4.59 　74.86±6.60

ALB(g/L) 　47.62±3.55 　46.86±4.61

GLB(g/L) 　27.76±3.27 　27.54±4.93

A/G 　1.79±0.25 　 1.78±0.26

TBIL(μmol/L) 　13.73±4.62△ 　12.34±3.40

DBIL(μmol/L) 　3.93±2.29 　 4.03±1.24

Cr(mmol/L) 　0.77±0.12 　 0.76±0.20

BUN(mmol/L) 　14.21±3.74△ 　 9.20±4.12

UA(μmol/L) 213.85±62.20 229.75±68.1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同。

2.2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按工龄分层分析结果

工龄 <5年甲醛组工人 WBC计数 (F=7.96, P=0.005

7)、 Plt(F=13.19, P=0.000 4)较对照组显著降低;≥5年

·40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7年 12月第 20卷第 6期　　ChineseJIndMed　Dec2007, Vol.20 N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