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的下降。对于这样的患者要提高其生命质量就要从家庭入

手 , 分析影响家庭和睦的因素 ,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多因素分析显示 , 影响生理维度的因素依次为生活自理

能力 、 尘肺分期 、 并发症出现时间 、 年龄;心理维度依次为

生活自理能力 、 福利满意度 、 并发症出现时间 、 兴趣爱好;

社会维度依次为文化程度 、 福利满意度 、 年龄;环境维度依

次为家庭和睦程度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福利满意度;对总得

分的影响依次为并发症出现时间 、 尘肺分期 、 福利满意度 、

年龄。因此 , 煤工尘肺伴并发症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 , 一是疾病对患者的损害 , 二是外部对于患

者的对待程度。

综上所述 , 煤工尘肺伴并发症患者生命质量总体偏低 ,

影响因素众多。要从减少疾病对患者的损害和提高对患者物

质和精神的待遇两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 改善其健康状况 ,

提高其带病生存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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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上海市农民工较集中的造船 、 集装箱制造 、 制

鞋行业中随机选择 31家企业 , 整群抽样其中 3 306名农民工 ,

对其职业卫生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查 , 并用相关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 随着文化程

度的增高呈增高趋势 , 女性农民工的知晓率普遍低于男性农

民工。不同行业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存在显著性

差异。农民工了解职业病相关法规的途径相对单一 , 主要是

通过企业宣教。调查显示加强对农民工 (尤其是女性 、 低文

化程度 、 箱包制鞋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卫生知识宣教 , 应

作为今后职业卫生工作的重点。企业作为职业卫生知识宣教

的主要阵地 , 应充分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造船业;集装箱制造;制鞋业;农民工;职业

卫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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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 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工人群

体——— “农民工 ”。据统计 , 1994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有 6 000万人 , 2002年达到9 400万人 , 2007年更是接近 2亿 ,

每年农民工的额外贡献超过 10 000亿元 [ 1] 。大量的农民工进

城务工不仅为家庭创造了经济收益 , 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和经

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庞大的农民工

队伍是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元素。进城的农民工主

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 如化工 、 冶金 、 建筑 、 制造等行

业。他们所从事的是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 “苦 、 重 、 脏 、

险” 的工作 , 岗位的职业危害十分严重 , 甚至危及生命安

全 [ 2] 。工人们往往迫于生计忽视了职业风险 , 结果造成了职

业伤害 [ 3] 。农民工职业病危害问题已成为社会及学术界研究

的热点。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 每年吸纳数以百万

计的农民工。为了解目前上海市农民工职业病危害的现况 ,

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身体健康 ,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我们对

上海市部分行业农民工职业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上海市闵行 、 松江 、 嘉定 、 青浦 、 浦东等区县选择劳

动力相对密集 、 农民工相对集中 、 职业病危害相对严重的造

船 、 集装箱制造 、 制鞋 3个行业 , 随机选择了其中的 31家企

业 , 然后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 对这些企业中所有的农民工

进行问卷调查 , 共发放问卷 3 350份 , 回收有效问卷 3 30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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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制定相应调查表 , 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 职业病危害防治

知识知晓情况 、 目前职业病危害等 。由受过专门培训的调查

员 , 到企业现场指导劳动者如实填写调查表。

所有数据输入电脑 , 由 Epidata3.2 建立数据库 , 用

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农民工 3 306人 , 男性 2 139 (64.7%), 女性 1 167人

(35.3%)。平均年龄 (27.0 ±9.45)岁。文化程度:小学或

文盲 281人 (8.5%), 初中 2 470人 (74.7%), 高中或中专

522人 (15.8%), 大专及以上 33人 (1.0%)。 行业分布:

造船业 990人 (29.9%), 集装箱制造业 692人 (20.9%),

制鞋业 1 624人 (49.1%)。其原籍地构成:安徽 32.98%、 江

苏 23.98%、 山东 12.30%、 四川 9.35%、 河南 7.62%、 湖北

3.40%、 江西 3.20%、 其他省 7.17%。

2.2　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2.2.1　农民工整体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调查显

示 , 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的知晓中 , 除了对 《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下称 《职业病防治法》)的知晓率

(88.9%)较高以外 , 对工作岗位中职业危害因素 、 职业危害

后果 、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 、 意外事故急救知识的知晓率都处

于较低水平 , 分别为 66.1%、 45.4%、 79.6%、 62.3%, 见

表 1。

表 1　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知晓人数 知晓率 (%)

《职业病防治法 》 2 940 88.9

职业危害因素 2 185 66.1

职业危害后果 1 501 45.4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 2 632 79.6

意外事故急救知识 2 060 62.3

2.2.2　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男性农民工除了对意外事故急救知识的知晓率与女性农民

工无明显差别外 , 对 《职业病防治法》 、 职业危害因素 、 职业

危害后果 、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的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女性农民

工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职业卫生知

识知晓情况

男性 (n=2 139) 女性 (n=1 167)

知晓人数 知晓率(%)知晓人数 知晓率(%)
χ2值 P值

《职业病防治法》 1 945 90.9 995 85.3 24.18 <0.005

职业危害因素 1 589 74.3 596 51.1 181.59 <0.005

职业危害后果 1 200 56.1 301 25.8 279.80 <0.005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 1 859 86.9 773 66.2 198.79 <0.005

意外事故急救知识 1 324 61.9 736 63.1 0.44 >0.5

2.2.3　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

较　在农民工中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 对 《职业病防治法》、 岗

位职业危害因素 、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和意外事故急救知识的知晓

率均呈明显增高趋势,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是对

职业危害后果的知晓率在不同文化程度间无明显差异 , 见表 3。

表 3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职业卫生知　　

识知晓情况　　

小学或文盲 (n=281) 初中 (n=2 470) 高中或中专 (n=522)大专及以上 (n=33)

知晓人数 知晓率(%)知晓人数 知晓率(%)知晓人数 知晓率(%)知晓人数 知晓率(%)
χ2值 P值

《职业病防治法 》 214 76.2 2 216 89.7 478 91.6 32 97.0 54.12 <0.005

职业危害因素 178 63.3 1 604 65.0 380 72.8 23 69.7 13.07 <0.005

职业危害后果 118 42.0 1 111 45.0 259 49.6 13 39.4 5.72 >0.05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 194 69.0 1 976 80.0 433 83.0 29 87.9 24.13 <0.005

意外事故急救知识 116 41.3 1 545 62.6 374 71.6 25 75.8 74.89 <0.005

2.2.4　不同行业间的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

较　调查显示 , 3个行业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集装箱制造和造船业

的农民工除了对意外事故急救知识的知晓率低于制鞋业的农

民工外 , 其余 4项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后者 , 见表 4。

表 4　不同行业间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职业卫生知

识知晓情况

集装箱制造业 (n=692) 造船业 (n=990) 制鞋业 (n=1 624)

知晓人数 知晓率(%) 知晓人数 知晓率(%) 知晓人数 知晓率(%)
χ2值 P值

《职业病防治法 》 628 90.8 905 91.4 1 407 86.6 17.20 <0.005

职业危害因素 571 82.5 655 66.2 959 59.1 119.20 <0.005

职业危害后果 527 76.2 489 49.4 485 29.9 428.56 <0.005

防护设备使用方法 617 89.2 829 83.7 1 186 73.0 92.62 <0.005

意外事故急救知识 440 63.6 449 45.4 1 171 72.1 188.04 <0.005

2.3　职业病防治相关法规知晓途径

农民工获知职业病防治相关法规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企业

宣教 , 占 67.5%, 其次通过新闻媒体 , 占 16.7%, 见表 5。

3　讨论

据国际劳工组织 2008年估计 , 全世界每天大约有6 000人死

表 5　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获知途径

获知途径 人数 所占比例 (%)

企业宣教 2 232 67.5

新闻媒体 552 16.7
同事朋友 310 9.4
其他途径 21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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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职业病 , 且工作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

仍呈上升趋势;全世界每年大约发生 2.7亿起非致命性工作

事故 , 1.6亿人患职业病;这些工作事故和职业病造成的经济

损失约相当于全球 GDP的 4%[ 4] 。 而在我国 , 职业危害更为

严重 , 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 职业病患者累计人数 、 死

亡人数和新发病人数均居世界首位;每年因职业病 、 工伤事

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800亿元 [ 5] 。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 , 2004年全国死于工伤人员高达 13.6万

人 , 特别是在矿山开采 、 建筑施工 、 危险化学品 3个农民工

集中的行业中 , 死亡总人数中农民工占 80%余。职业伤害的

严重性是它常常涉及年轻人 , 造成的死亡和长期伤残是全人

口中最具有劳动力的那一部分群体 [ 6]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考虑 , 对农民工职业伤害的研究和预防应成为卫生

预防领域中优先考虑的课题。

相关调查显示:工人对 《职业病防治法 》 这一部法律的

知晓率接近 90% [ 7, 8] 。本次调查中农民工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知晓率为 88.9%, 与文献相符 。这说明 , 经过前一段时间

社会各界的宣传教育 , 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人 (特别是农民工)

知道 《职业病防治法》。然而进一步调查显示 , 农民工对职业

卫生相关知识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 , 他们对职业有害因素 、

职业危害后果 、 职业防护设备使用方法和意外事故急救知识

的知晓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 尤其是对职业危害后果的知晓率

仅为 45.4%。他们不知道职业危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 就

无法意识到加强劳动安全的必要性 , 更不用说自觉自愿地进

行劳动防护。这也可能是农民工成为职业伤害高发人群的原

因之一。

相关调查还显示:在农民工中随着文化程度的降低 , 对

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也呈明显降低趋势 [ 8 , 9] 。本次调查

也证实了以上情况 , 同时也发现女性农民工的知晓率普遍低

于男性农民工。由此可见 , 由于受到文化 、 性别等因素的影

响 , 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的了解是不平衡的。 另有研

究显示 [ 10 , 11] , 农民工的工伤事故最常发生于年龄 30岁以下 、

工龄 5年以下者。所以更应加强对此类人群的宣传教育。

女性农民工在家庭里要承担养育子女 、 照顾家人的重任 ,

同时她们在工作中也和男性农民工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

接触有害毒物 , 加上她们的文化程度低 、 对职业场所中存在

的危险认知度低 , 所以她们承担了更高的职业危害风险。 可

以说她们是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人群。 对她们 (尤

其是妊娠 、 哺乳期妇女)的劳动防护更应作为今后新的工作

重点。

本调查发现 , 造船和集装箱制造业的农民工 , 对职业卫

生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普遍高于制鞋业的农民工。这可能是

因为 , 造船和集装箱制造业主要是一些国有大企业 , 对职业

安全相对比较重视 , 相关的教育和培训较为完善。同时造船

和集装箱制造业的岗位 (如焊接 、 冷作)一般都具有一定技

术含量 , 需要一定文化程度;而制鞋业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

其岗位 (如涂胶 、 包装)技术含量相对低一些 。这就造成了

不同行业的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的差异。

农民工了解职业病防治相关法规的途径相对单一 , 主要

是通过企业宣教 , 占 67.5%, 可能与农民工 “车间—食堂—

宿舍” 三点一线 、 与外界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有关。企业作

为宣传职业卫生知识的重要阵地 , 其作用应充分发挥出来。

首先应该提升企业管理人员对职业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有

研究显示 , 通过对企业职业卫生工作人员的培训 , 使其专业

知识进一步提高 , 可以加强对工人的职业卫生教育 [ 12] 。对企

业管理者和工人预防观念的教育是预防职业病发生最根本而

有效的措施之一 [ 13] 。同时 , 对农民工而言 , 扩大其与社会的

接触面 , 获取更多来自不同途径的信息 , 也是提高其对职业

卫生法律知识知晓程度的方式。有研究显示 , 通过一系列的

干预措施 , 如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检查 、 开展讲座 、 派放宣传

单 、 举办培训班等 , 可以明显提高农民工对职业病相关法规

的认知率 [ 14] 。

总之 , 作为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加强对

农民工的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的宣教 , 是政府 、 社会 , 尤其是

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 只有各方面相互协作 , 各司其职 , 才

能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身体健康 ,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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