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组织制定一套类似尘肺标准片的工业性氟病骨片样片 , 以提

高诊断统一性 , 有效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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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某大型企业工人职业卫生知识及需求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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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横断面调查随机抽样青海某大型企业 360名

在岗一线工人为调查对象。对职业卫生知识问卷 <35岁工人

回答的正确率为 72.5%, 36 ～ 56岁为 85.0%, 不同年龄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学以下 、 初高中 、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工人回答正确率分别为 58.4%, 68.9%, 90.6%, 不同文化

程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固定工问卷回答正确

率为 86.7%, 农民工回答正确率为 46.5%, 差异也有统计学

意义 (P<0.01)。 职业卫生知识的获取渠道和途径依次是:

岗位培训 、 广播电视 、 宣传挂图及知识手册 、 报刊杂志。工

人职业卫生知识水平受年龄 、 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 , 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和用工情况 , 重视职业卫生需

求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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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以来 , 青海省经济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随着新产品 、 新材料 、 新技术的大量应用 , 劳动者面临的

职业危害也不断增加 。特别是近年来职业中毒频发 , 严重制

约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 已成为影响青海省社会稳定的

公共卫生问题。为进一步了解企业生产一线工人的职业卫生

知识掌握情况 , 设计有针对性的职业卫生健康教育方案 , 于

2009年 4月对我省某大型企业在岗一线工人职业卫生及需求

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随机抽取 360名在岗工人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360

份 ,共收回有效问卷 348份 ,有效率 96.67%。其中男性 304人 、

女性 44人;年龄 19 ～ 56岁 ,平均 41.6岁;工龄 1 ～ 37年 , 平均

19.5年。文化程度小学以下占 17.8%,初高中占 72.4%,大专以

上占 9.8%。固定工占 87.4%, 农民工占 46.5%。

1.2　方法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有关内容及企业工人职业危害因

素接触情况 ,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工人性别 、 年龄 、

身份 、 文化程度 、 工龄等基本情况 , 《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情

况 , 岗位职业危害因素及危害途径 、 防护措施及工人个人防

护等有关职业卫生知识 , 获取职业卫生知识的渠道途径 、 个

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 定期职业性健康体检等职业卫生知识

的需求情况。采用当场发卷 , 自填问卷并当场收回方式。

1.3　数理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软件系统对所测数据进行 χ2检验。

2　结果

2.1　工人职业卫生知识掌握情况

2.1.1　职业卫生知识总体掌握情况见表 1, 职业卫生知识回

答正确人数为 287人 , 正确率为 82.5%。

表 1　工人职业卫生基本知识认知情况

　　　　内　容
答题正

确人数

正确率

(%)

《职业病防治法 》 颁布实施的时间 310 89.1

了解岗位职业危害及防护知识 304 87.4

知道职业危害因素及危害途径 315 90.5

上岗 、 在岗期间 、 离岗时应职业健康体检 296 85.1

劳动合同中应载明职业及职业危害 278 71.3

体检时应选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285 81.9

参加单位组织的职业健康体检 297 85.3

参加单位组织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342 98.3

岗位采取的职业病防治措施 324 93.1

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的应急处理 320 92.0

职业病可以防治 275 79.0

遵守工作岗位操作规程 281 80.7

2.1.2　年龄 、 文化程度 、 工人来源身份对职工职业卫生知识

水平的影响　调查表明 , <35岁的工人职业卫生知识问卷回

答正确率为 71.5%, 36 ～ 56岁的为 86.0%, 不同年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2 =6.85, P<0.01);小学以下 、 初高中 、

大专以上者回答正确率分别为 58.4%, 68.7%, 90.6%, 工

人不同文化程度间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 (χ2 =10.24, P<

0.01);长期固定工问卷回答正确率为 87.4%, 农民工为

·296·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0年 8月第 23卷第 4期　　ChineseJIndMed　Aug2010, Vol. 23 No.4　　



46.5%, 工人不同身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6.49, P

<0.01);男 、 女职工回答问卷正确率分别为 89.7%和

94.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6, P>0.05)。

2.2　职业卫生知识获得渠道 、 途径及对职业卫生知识的需求

状况

此次调查发现, 参加单位组织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获得职

业卫生知识的 243人 , 占 71.5%;另有 21人、 47人 、32人分别通

过电视广播、宣传挂图及杂志、知识手册等多种渠道获取, 各占

5.6%, 13.9%, 8.6%。其中有 87人还需要结合本职岗位进行职

业卫生的培训 , 占 25.6%;有 94人需要定期接受健康体检 , 占

28.3%;83人在上岗前进行了健康体检 ,占 85%;74人需要定期

提供职业病防护用品等职业卫生服务 ,占 21.7%。

3　讨论

3.1　调查结果表明 , 该大型企业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总体知

晓率为 82.5%, 未达到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规划纲

要》 中所要求的 90%以上的标准要求 [ 1] , 与职业卫生监督及

服务管理要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

的掌握水平受到年龄 、 文化程度和来源身份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有关研究还表明 [ 2] , 高年龄段的工人对职业卫生知识的

回答正确率较高 , 与其受教育培训机会多 、 工作经验积累丰

富 、 个人职业防护意识增强有关。低文化程度制约了工人对

职业卫生知识的接受能力 , 尤其是农民工 , 工人的流动性大 ,

用工单位缺乏统一的培训约束机制和经费投入不足 , 导致农

民工的技能及职业防护培训较少 , 职业卫生知识缺乏 , 发生

职业危害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也提示我们工龄短 、 文化程度

低 、 流动性大的农民工应是今后职业卫生知识培训的重点 ,

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3.2　由于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 , 平均海拔为 3 500 m。受高

原地域环境的影响 , 青海企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及职业卫生要

求与平原地区企业工人有较大差别。在同等强度劳动时 , 高

原企业工人的能量需求比平原高 10% ～ 20%。高原环境下 ,

急性职业中毒死亡率最高的是一氧化碳中毒 , 为 16.7%, 这

可能与青海省的高原低氧环境有关 [ 3] 。 此外 , 高原地区气候

多变 , 寒冷 , 日温差大 , 机体极易患各种呼吸疾病 , 抵抗力

下降 , 必需补充能量食物并加强必要的体育锻炼。

3.3　加强企业职工卫生知识教育 , 提高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

工作技能。各种急慢性中毒事故的发生 , 多是由于职工安全

意识低下 , 职业防护意识淡漠 , 违章作业引起。因此 , 必须

加强对职工尤其是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的职业防护及职业卫生

法规知识的培训 , 使其掌握基本的职业危害防护技能 , 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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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诊断病例进行汇

总 , 分析我市职业病发病的现状和分布特点 , 提示职业病的

发病存在地区和行业及经济类型的差别 , 为制定本市职业病

防治策略 , 预防 、 控制职业病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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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了解我市职业病发病现状及特点 , 为制定本市

职业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 2006— 2008年无锡市

职业病病例的诊断情况进行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06— 2008年无锡地区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业病诊

断资料。

1.2　方法

对 2006— 2008年无锡地区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 《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 系统中尘肺病 、 职

业病报告卡及职业病有关的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 将整理

和统计分析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审查 、 核对 , 并按诊断结果 、

种类 、 用人单位性质 、 行业分布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 提出

对策建议和预警职业卫生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2　结果

2.1　2006— 2008年无锡市职业病新病例汇总情况

2006— 2008年无锡市各职业病诊断机构共诊断各类职业

病 504例。从各类职业病发病情况看 , 尘肺所占比例最高 ,

共报告 389例 , 占 77.2%, 职业中毒 47例 , 占 9.3%, 职业

性皮肤病 44例 , 占 8.7%, 主要以化学性皮肤灼伤为主。其

余依次为职业性眼病 (2.8%)、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1.2%)、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0.4%)、 职业性肿瘤

(0.4%),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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