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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我市部分企业女职工和法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

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开展调查。结果显示 , 我市女职工劳动保

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女职工自我保护意识有所

提高 , 但是企业法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知识的学习和实施还

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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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我市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 , 维护女职工的合

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 我们开展了女职工和企业法人对女职工

劳动保护相关知识的调查 , 为劳动保护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对兰州市七里河区 60家企业的 50名法人和 471名女工进

行问卷调查。

1.2　调查内容及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及女职工 “四期” 保健知识等。

对我中心人员进行培训 , 统一调查方法 , 深入企业填写调查

表。采取百分制评分法 , 成绩 “ 100 ～ 90分” 为优 、 “ 89 ～ 70

分” 为良 、 “ 69 ～ 60分” 为合格 , “少于 60分” 为不及格。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 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

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企业法人 、 女职工关于劳动保护知识得分

调查企业法人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知识得分 , 90.66%的女

工得分为良好 、 优秀;78.0%的企业法人得分处于及格和良

好。见表 1。

表 1　企业法人 、 女职工劳动保护知识得分

分数
　　　女职工　　　

人数 %

　　　企业法人　　　

人数 %

不及格 7 1.49 3 6.00

及格 37 7.86 8 16.00

良好 256 54.35 34 68.00

优秀 171 36.31 5 10.00

合计 471 100.00 50 100.00

2.2　不同学历女职工劳动知识得分

学历是高中 /中专的女职工中 , 2.33%劳动知识得分不及

格;专科以上有 0.71%女职工不及格。见表 2。

表 2　不同学历女职工劳动知识得分 名 (%)

学历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小学以下 0 0 3 (100.00) 0　　　　

初中 0 7 (10.14) 44 (63.77) 18 (26.09)

高中 /中专 6 (2.33) 18 (6.98) 128 (29.61) 106 (41.09)

专科以上 1 (0.71) 12 (8.57) 81 (57.86) 47 (32.86)

2.3　不同工龄女职工劳动知识得分

工龄 10 ～ 19年者 , 有 0.78%得分不及格 , 工龄 20 ～ 29

年者有 2.03%不及格 , 工龄 30年以上的有 3.85%不及格。见

表 3。

表 3　不同工龄女职工劳动知识得分 名 (%)

工龄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10年 0　　 4 (5.63) 44 (61.97) 23 (32.39)

10～ 1 (0.78) 8 (6.25) 67 (52.34) 52 (40.63)

20～ 5 (2.03) 23 (9.35) 135 (54.88) 83 (33.74)

30～ 1 (3.85) 2 (7.69) 10 (38.46) 13 (50.00)

2.4　企业法人 、 女职工接受生殖保健宣传教育情况

373名 (79.19%)女职工曾接受生殖保健宣传 , 29名

(58.0%)企业法人曾接受生殖保健宣传 , 经检验 , 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2 =11.520, P=0.001)。

2.5　企业法人 、 女职工获得劳动保护知识的有效途径

企业法人 、 女职工获得宣传方式有效途径 , 女职工居前

三位的是请专业老师举办培训班 、 发放宣传单 (书籍)、 女工

委员会组织学习;企业法人居前三位的是请专业老师举办培

训班 、 发放宣传单 (书籍)、 电视宣传。见表 4。

表 4　企业法人 、 女职工获得宣传方式的有效途径

途径
　　　女职工　　　

人数 %

　 　企业法人　 　

人数 %

发放宣传单 (书籍) 334 70.91 33 66.00

请专业老师举办培训班 355 75.37 36 72.00

宣传板报 173 36.73 19 38.00

电视宣传 188 39.92 26 52.00

广播宣传 119 25.27 16 32.00

女工委员会组织学习 259 54.99 25 50.00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 , 新的市场经济主体不断

涌现 , 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不断增加 , 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

充到企业中来。无论是企业经营者还是企业劳动者 , 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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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职工的健康。

本次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知识的调查显示 , 企业女职工

对劳动保护知识得分的优良率较企业法人高 , 女工学历越高

知识得分也越高 , 随着工龄的增加不及格人数也有所增加 ,

曾接受生殖保健知识宣传的女职工较企业法人多。可以看出 ,

我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女职工

自我保护意识有所提高 , 但是企业法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知

识的学习和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企业女职工委员会应抓住机遇 , 向企业领导广泛宣传国

家关于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法律法规。 有关部门要

定期对企业经营者 , 特别是对新建企业的经营者进行 《劳动

法》 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培训 , 使他们

了解和掌握法律法规的内容 , 重视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利

用多种形式在女职工中 , 特别是在一些新建企业的女职工中 ,

广泛宣传劳动保护的相关知识 , 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 , 自觉维护自身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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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密闭空间职业中毒的发生规律 , 有针对性地

制定控制对策。 1993— 2008年期间无锡市共发生密闭空间职

业中毒 22起 , 共造成 69人中毒 , 其中死亡 24人 , 平均每起

事故中毒死亡人数为 1.09人。事故主要发生在市政建设 、 船

舶修造 、 冶金工业等行业 , 其中市政建设行业密闭空间中毒

事故全部发生在夏季。 毒物品种主要是硫化氢 、 有机溶剂 、

窒息性气体。落实责任主体 , 强化用人单位危害认知与教育

训练 , 加强职业安全卫生日常监管 , 完善密闭空间作业管理

制度乃主要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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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空间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 , 进出口受限 , 自然通风

不良 , 仅容纳 1人进入并从事非常规 、 非连续作业的有限空

间。为探讨密闭空间职业中毒的发生发展规律 , 有针对性地

制定控制对策 , 为政府部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提供

依据 , 我们对无锡市 1993— 2008年期间发生的密闭空间职业

中毒事故进行了分析 , 结果如下。

1　资料来源

来自无锡市 1993— 2008年急性职业中毒登记 、 现场职业

卫生学调查和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报告。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资料

1993— 2008年期间无锡市共发生密闭空间职业中毒 22

起 , 共造成 69人不同程度的中毒 (表 1), 分别占同期全市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总数的 25.29% (22/87)和 20.97% (69/

329), 其中死亡 24人 , 占同期全市急性职业中毒死亡人数的

53.33% (24/45)。中毒者全部为男性 , 年龄 19 ～ 40岁 , 工

龄最短者 1天 , 最长者 14年。其中有人员死亡的事故数占总

起数的 68.18% (15/22), 而单一事故中死亡人数 1人以上的

事故数占总起数的 27.27% (6/22);平均每一起事故的中毒

死亡人数为 1.09人 , 远远高于同期急性职业中毒事故 0.67

人 /起的平均死亡人数。

2.2　发生中毒的时间

22起中毒事故中 , 15起发生在 4 ～ 9月份 , 分别发生 2、

3、 2、 2、 3、 3起 , 占 68.18%;中毒人数 37人 , 占 53.62%

(37/69);其中死亡 18人 , 占 75% (18/24)。其中市政建设

行业 (主要是污水管网作业) 10起密闭空间中毒事故全部发

生在 6 ～ 9月份。

2.3　发生中毒的毒物种类

22起密闭空间中毒事故的毒物品种主要是硫化氢 、 有机

溶剂和窒息性气体。其中硫化氢中毒 14起 , 占 63.63% (14/

22), 中毒人数占 48.89% (22/45), 死亡人数占 79.17%

(19/24);有机溶剂中毒 4起 , 占 18.18% (4/22), 中毒人

数占 17.78% (8/45), 死亡人数占 8.33%(2/24);其余 4起

是由于氮气 、二氧化碳引起的缺氧窒息事故 , 中毒 15人 , 死亡

3人。

2.4　发生中毒的行业系统分布 (表 1)

表 1　1993— 2008年无锡市各行业密闭空间

职业中毒伤亡人数分布

行业分类
中毒伤亡人数

中毒 死亡
中毒起数 构成比 (%)

市政 18 12 10 45.45

船舶 6 5 3 13.64

冶金 12 2 3 13.64

纺织 2 3 2 9.09

化工 3 2 2 9.09

其他 4 — 2 9.09

合计 45 24 22 100

表 1可见 , 中毒死亡事故大多发生在市政建设 、 船舶修

造 、 冶金工业等密闭空间作业比较频繁的行业。其中市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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