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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闵行区企业职工掌

握职业病相关知识等内容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不同学

历、 不同职业、 不同户籍的调查对象有关职业病防治知识知

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或 Ｐ＜０ ０１）； 随着学历、 年

龄的升高， 职业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大多呈上升趋势； 被调

查者最喜爱的职业病防治知识获得途径为卫生部门培训讲座

（９９ １％）。 提示应针对不同年龄、 学历、 户籍的职业人群采

取有区别的职业健康教育形式， 以减少职业损害和职业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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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 ２０１３ 年中国大陆

（西藏除外） 新发职业病２６ ３９３例［１］ ， 职业病防治形势较为严

峻。 近年研究发现， 我国工厂企业的职业人群和管理者职业

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２～４］ 。 职业健康教育是全面提高职业

病防治水平的重要基础［５］ 。 为了解职工职业病防治知识的知

晓程度， 为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我们对上海市

闵行区 ６ 家企业１０５９名职工进行了调查， 结果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上海市闵行区 ６ 家企业中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１０５９人为调查对象。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方法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相关内容， 自行

设计调查问卷， 采用自填问卷方式， 调查对象独立填写后现

场收回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工种、 性别、
年龄、 户籍、 文化程度）、 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职业

病防治知识获取渠道、 希望进一步了解的职业病相关知识等。
１ ２ ２　 判定标准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的评定根据 《全国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规划纲要》， 以≤９０％为低知晓率。
１ ３　 数据处理

用 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 １建立数据库，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 统计描述为构成比、 知晓率， 统计推断采用 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０５９份， 回收有效问卷１０３１份， 有

效率 ９７ ３５％。 １０３１名职工中， 男 ５８６ 人 （５６ ８％）、 女 ４４５ 人

（４３ ２％）， 平均年龄 （３９ １±１１ １） 岁，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１１１ 人 （１０ ７％）、 高中及中专 ３４６ 人 （３３ ６％）、 大专及以上

５７４ 人 （５５ ７％）。
２ ２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不同性别调查对象职业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差异大多无统

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其中 “职业病的正确定义”、 “高温是

职业危害因素”、 “中暑是职业病”、 “噪声聋是职业病”、 “上
岗前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有必要” 等内容为低知晓率。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职业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差异大多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多数内容呈现学历高的职工知晓

率高于学历低的职工。 其中 “高温是职业危害因素”、 “中暑

是职业病”、 “职业病的正确定义” 等内容呈现低知晓率。
不同户籍调查对象在 “生产性粉尘是职业危害因素”、

“噪声是职业危害因素”、 “矽肺是职业病”、 “苯中毒是职业

病”、 “噪声聋是职业病” 等内容的知晓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５）， 多数内容沪籍职工比非沪籍职工知晓率高。
详见表 １。

不同职业调查对象在 “职业病的正确定义”、 “化学毒物

是职业危害因素”、 “生物性有害因素是职业危害因素” 等内

容的知晓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多数内容管理

人员知晓率高于工人。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在 “生产性粉尘是职业危害因素”、

“噪声是职业危害因素”、 “中暑是职业病”、 “苯中毒是职业

病”、 “矽肺是职业病” 等内容的知晓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多数内容呈现年龄长的知晓率高于年龄小的。 详

见表 ２。
２ ３　 获得职业病防治知识的最佳途径

调查对象认为获得职业病防治知识的最佳途径中， “卫生

部门定期举办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 的比例最高为 ３８ ８％，
“编制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小册子等宣传材料”、 “用人单

位设置职业病防治宣传栏”、 “职业卫生监督及技术服务人员

定期举办现场咨询” 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 １％、 ２２ ５％和 １４ ６％。
２ ４　 进一步了解职业病相关知识的内容

调查对象希望进一步了解职业病相关知识的内容中， 了

解 “常见职业病、 职业性相关性多发病的表现及防治知识”
的最多， 占调查者的 ９９ １％； 对 “职业人群膳食与营养指

南”、 “不良职业心理因素及不良反应” 的兴趣相对较少， 占

调查者的 ８９ １％和 ７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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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性别、 文化程度、 户籍调查对象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例数 （％）

内容

性别 文化程度 户籍

男 （ｎ＝５８６） 女 （ｎ＝４４５） χ２ 值 Ｐ 值
初中及以下

（ｎ＝１１１）
高中、 中专

（ｎ＝３４６）
大专及以上

（ｎ＝５７４）
χ２ 值 Ｐ 值

上海户籍

（ｎ＝８３１）
非上海户籍

（ｎ＝２００）
χ２ 值 Ｐ 值

职业病的正确定义 ５０１ （８５ ５） ３８４ （８６ ３） ０ １３２ ０ ７８４ ８８ （７９ ３） ２９１ （８４ １） ５０６ （８８ ２） ７ ３１５ ０ ０３０ ７１７ （８６ ３） １６８ （８４ ０） ０ ６９０ ０ ４７３
生产性粉尘是职业危害因素 ５４２ （９２ ５） ４１３ （９２ ８） ０ ０３７ ０ ９４２ ９１ （８２ ０） ３１４ （９０ ８） ５５０ （９５ ８） ２８ ７６８ ０ ０００ ７８５ （９４ ５） １７０ （８５ ０） ２１ １４８ ０ ０００
化学毒物是职业危害因素 ５６１ （９５ ７） ４２９ （９６ ４） ０ ２９８ ０ ７００ １０２ （９１ ９） ３２７ （９４ ５） ５６１ （９７ ７） １１ ４４５ ０ ００４ ７９９ （９６ １） １９１ （９５ ５） ０ １７８ ０ ８２６
噪声是职业危害因素 ５４９ （９３ ７） ４０１ （９０ １） ４ ４６２ ０ ０４６ ８３ （７４ ８） ３１７ （９１ ６） ５５０ （９５ ８） ５７ ０９８ ０ ０００ ７８４ （９４ ３） １６６ （８３ ０） ２８ ６５７ ０ ０００
高温是职业危害因素 ４７６ （８１ ２） ３８３ （８１ ６） ４ ２６０ ０ ０４８ ７５ （６７ ６） ２７１ （７８ ３） ４８３ （８５ ９） １７ ６６３ ０ ０００ ６８０ （８１ ８） １５９ （７９ ５） ０ ５７７ ０ ５１０
生物性有害因素是职业危害因素 ５１２ （８７ ４） ４０６ （９１ ２） ３ ８７０ ０ ０６２ ８９ （８０ ２） ３００ （８６ ７） ５２９ （９２ ２） １６ ５８８ ０ ０００ ７４４ （８９ ５） １７４ （８７ ０） １ ０５８ ０ ３６７
矽肺是职业病 ５６２ （９５ ９） ４２８ （９６ ２） ０ ０５０ ０ ９５０ ９５ （８５ ６） ３３６ （９７ １） ５５９ （９７ ４） ３５ ５３３ ０ ０００ ８０４ （９６ ８） １８６ （９３ ０） ５ ９３８ ０ ０２５
苯中毒是职业病 ５３２ （９０ ８） ４０３ （９０ ６） ０ ０１５ ０ ９８９ ９５ （８５ ６） ３１４ （９０ ８） ５２６ （９１ ６） ４ ０３７ ０ １６４ ７６９ （９２ ５） １６６ （８３ ０） ０ ３７１ ０ ０００
中暑是职业病 ２９７ （５０ ７） ２０８ （４６ ７） １ ５７２ ０ ２３４ ５７ （５１ ４） １９４ （５６ １） ２５４ （４４ ３） １２ ３４６ ０ ００２ ４１２ （４９ ６） ９３ （４６ ５） ０ ６１１ ０ ４８２
噪声聋是职业病 ５２６ （８９ ８） ３９２ （８８ １） ０ ７２４ ０ ４５３ ８６ （７７ ５） ２９４ （８５ ０） ５３８ （９３ ７） ３４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７５２ （９０ ５） １６６ （８３ ０） ９ ７２５ ０ ００４
上岗前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有必要 ５３４ （９１ １） ３９５ （８８ ８） １ ５８３ ０ ２４９ １０５ （９４ ６） ３４０ （９８ ３） ５７３ （９９ ８） ２１ ３８１ ０ ０００ ７５２ （９０ ５） １７７ （８８ ５） ０ ７１９ ０ ４７４
个人防护用品对预防职业病的发生有效 ５６４ （９６ ２） ４１６ （９３ ５） ４ １０５ ０ ０６０ １０３ （９２ ８） ３３２ （９６ ０） ５５０ （９５ ８） ２ ２０９ ０ ３８３ ７９１ （９５ ２） １８９ （９４ ５） ０ １６２ ０ ８２６
正确执行操作流程对预防职业病有效 ５７１ （９７ ４） ４４０ （９８ ９） ２ ７４２ ０ １５３ １０５ （９４ ６） ３３３ （９６ ２） ５５９ （９７ ４） ２ ６１９ ０ ２９７ ８１５ （９８ １） １９６ （９８ ０） ０ ００５ ０ ９４５
上岗前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有必要 ４６３ （７９ ０） ３６８ （８２ ６） ２ １９８ ０ １６１ １０３ （９２ ８） ３３６ （９７ １） ５６３ （９８ １） ９ ５３６ ０ ０２４ ６２０ （７４ ６） １５１ （７５ ５） ０ ０６８ ０ ８６５
拒绝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 ４８５ （８２ ８） ３６４ （８１ ８） ０ １６３ ０ ７４８ ８８ （７９ ３） ２７８ （８０ ３） ４８３ （８４ １） ５ ７８６ ０ ０５６ ６９０ （８１ ８） １６９ （８４ ５） ０ ２５０ ０ ６９３

表 ２　 不同职业、 年龄调查对象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例数 （％）

内容

职业 年龄

工人

（ｎ＝７２５）
管理人员

（ｎ＝３０６）
χ２ 值 Ｐ 值

≤２０ 岁

（ｎ＝１５）
２１～４０ 岁

（ｎ＝５４８）
＞４０ 岁

（ｎ＝４６８）
χ２ 值 Ｐ 值

职业病的正确定义 ６４２ （８８ ５） ２５０ （８１ ８） ８ ６６２ ０ ００４ １３ （８６ ７） ４６８ （８５ ４） ４０４ （８６ ３） ０ １８６ ０ ９１１
生产性粉尘是职业危害因素 ６７０ （９２ ５） ２８４ （９２ ９） ０ ０４９ ０ ９２７ ９ （６０ ０） ５０６ （９２ ３） ４４０ （９４ ０） ２４ ７７８ ０ ００１
化学毒物是职业危害因素 ５６１ （９５ ５） ２９６ （９６ ８） ５７ ４４８ ０ ０００ １４ （９３ ３） ５２９ （９６ ５） ４４７ （９２ ５） ０ ９７６ ０ ６２７
噪声是职业危害因素 ６９２ （９１ ４） ２８５ （９３ ２） ２ ３１５ ０ １７１ ９ （６０ ０） ５０８ （９２ ７） ４３３ （８６ ３） ２１ ７３６ ０ ００２
高温是职业危害因素 ５８２ （８０ ３） ２５４ （８３ ０） １ ０４６ ０ ３４９ １１ （７３ ３） ４５５ （８３ ０） ３７３ （７９ ７） １ ７４６ ０ ４２７
生物性有害因素是职业危害因素 ６２６ （８６ ４） ２８４ （９３ １） ８ ６８４ ０ ００４ １２ （８０ ０） ４９０ （８９ ４） ４１６ （８８ ９） １ ３４６ ０ ５６８
矽肺是职业病 ６８８ （９４ ９） ２９９ （９７ ８） ４ １７６ ０ ０６１ １２ （８０ ０） ５２３ （９５ ４） ４５５ （９７ ２） １２ ３３９ ０ ０２１
苯中毒是职业病 ６６２ （９１ ４） ２７４ （８９ ７） ０ ８０４ ０ ４３６ １３ （８６ ７） ４８０ （８７ ６） ４４２ （９４ ４） １４ ３３１ ０ ００１
中暑是职业病 ３７５ （５１ ７） １６１ （５２ ６） ０ ０６８ ０ ８４７ ９ （６０ ０） ２４４ （４４ ５） ２５２ （５３ ８） ９ ５１５ ０ ００９
噪声聋是职业病 ６３９ （８８ ２） ２７５ （９０ １） ０ ６４１ ０ ４８８ １１ （７３ ３） ４９２ （８９ ８） ４１５ （８８ ７） ４ １６４ ０ ２００
上岗前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有必要 ７１１ （９８ １） ３０５ （９９ ８） ３ ８６３ ０ ０９３ １３ （８６ ７） ４８３ （８８ １） ４３３ （９２ ５） ５ ６４１ ０ ０５６
个人防护用品对预防职业病的发生有效 ６９９ （９６ ５） ２８８ （９４ １） ２ ７７７ ０ ０９６ １４ （９３ ３） ５１３ （９３ ６） ４５２ （９６ ６） ４ ７２７ ０ ０８７
正确执行操作流程对预防职业病有效 ７０２ （９６ ８） ２９６ （９６ ６） ０ ００６ ０ ９３７ １４ （９３ ３） ５３６ （９７ ８） ４６０ （９８ ３） １ ９２７ ０ ５１１
上岗前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有必要 ７００ （９６ ６） ３００ （９８ ０） １ ６３３ ０ ２８１ １３ （８６ ７） ４０３ （７２ ５） ３５５ （７５ ９） １ ８５７ ０ ３６５
拒绝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 ５９５ （８２ １） ２５３ （８２ ８） ０ ０５５ ０ ８８４ １４ （９３ ３） ５２９ （９６ ５） ４４４ （９４ ９） １ ９１９ ０ ３８７

３　 讨论

此次调查对象在不同工种、 年龄、 学历、 户籍均有分布，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结果显示， 随着学历、 年龄的升高，
各类职业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也呈现上升趋势， 管理人员知

晓率高于工人， 上海户籍职工知晓率高于非上海户籍劳务工。
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６～９］ ， 提示今后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各

种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 应针对不同年龄、 不同工种、 不同

学历者， 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内容， 特别是针对年龄较低、
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者， 应采取通俗易懂的内容与方式开展

健康教育， 以提高其自我防护意识， 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职业病防治知识的最佳途径调查显示， 卫生部门定期举

办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占比例最高， 可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

开展的职业病防治知识讲座是接触职业危害因素职工最喜爱

的学习方式。 企业职工经过培训掌握了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
才能在工作中自觉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自觉使用个人防

护用品及设施。 因此用人单位应根据自身特点， 严格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的要求， 定期邀请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进行职

业病防治知识培训， 以减少职业病和职业损害的发生。
调查发现调查对象对进一步了解和掌握 “常见职业病、

职业相关性多发病的表现及防治知识” 十分感兴趣， 与张巧

耘等［６］的研究一致。 提示我们在今后的健康教育中要结合职

工渴望了解的知识热点， 把普及职业病、 职业相关性多发病

及防治知识作为目前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重点， 同时采

用多种形式 （宣传栏、 小册子、 展板、 讲座、 影像资料等）
对职工进行广泛的职业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 提高职工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２５·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第 ２８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５，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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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某企业职业人群职业卫生知识
知晓情况及干预效果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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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蕾， 姚勇， 曹慧， 吴静， 李济超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５）

　 　 摘要： 在武汉市某企业随机抽取 １７７ 名劳动者进行职业

卫生知识培训， 并于培训前、 培训 １ 周后和 ３ 个月后采用相

同方法进行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职业卫生知识总知

晓率培训前 ４２ ８６％， 培训 １ 周后上升到 ７６ １９％， ３ 个月后下

降到 ６５ ０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调查者对

长期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慢性损害、 职业病发生原因、 职业

有害因素进入人体途径、 职业病特点以及职业有害因素防治

方法的知晓率较低。 提示普及职业卫生知识仍是今后企业努

力的重点， 注意干预方式， 切实提高劳动者健康保护意识。
关键词： 职业卫生； 知晓情况；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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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劳动者对职业卫生知识的掌握情况， 我们在武汉

市某企业随机选择 １７７ 名劳动者， 分别在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前、 培训 １ 周后和 ３ 个月后采用相同方法和问卷进行三次调

查， 旨在评价培训干预效果以及探讨提高劳动者健康保护意

识的途径。
１　 对象与方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相关职业卫生

知识，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职业病防治

法》 的知晓度、 对作业场所中职业危害因素的了解程度、 个

人防护等。 研究人员给予每位调查者一个相应编码， 调查者

填写问卷时仅标注编码。 研究人员统一组织发放问卷， 在培

训前进行第一次基线问卷调查， 现场回收， 均为有效问卷，
共 １７７ 份。 健康教育科对调查者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分

别在培训 １ 周后和 ３ 个月后采用相同调查方法和问卷进行第

二、 三次调查。 问卷经校对核查后， 有效问卷均为 １７７ 份。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１ 两 次 录 入 数 据 并 核 对。 统 计 分 析 应 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 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 推断调查者职业

卫生知识知晓率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应用两个或多个独立样

本的非参数检验以及 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１７７ 名 调 查 者 中 男 性 １５０ 人 （ ８５ ２％）、 女 性 ２７ 人

（１４ ８％）； 年龄 １８ ～ ４１ 岁， 平均 （２２ ６±３ ３） 岁； 工龄 ０ １
～２４ 年， 平均 （３ ５±２ ８） 年。
２ ２　 调查者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比较

表 １ 可见， 职业卫生知识总知晓率由培训前 ４２ ８６％上升

为培训 １ 周后 ７６ １９％， ３ 个月后下降到 ６５ ００％， 三次总知晓

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２７０ １７， Ｐ＜０ ００１）， 两两比

较的知晓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２５）； 培训前不

同性别、 婚姻状况、 月经济收入、 文化程度、 工作性质调查

者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２ ３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分析

表 ２ 显示， 培训前调查者对长期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慢

性损害、 职业病发生原因、 职业有害因素进入人体途径、 职

业病特点以及职业有害因素防治方法的知晓率很低 （７ ３４％
～ １８ ０８％）， 上 述 问 题 在 培 训 １ 周 后 知 晓 率 明 显 升 高

（４８ ０２％ ～ ８２ ４９％）， ３ 个月后知晓率有所降低 （２３ １６％ ～
４９ ７２％）。 仅工作中戴口罩的作用在三次调查中知晓率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７２６）， 其他问题的知晓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调查者对影响生产安全的因素、 个

人劳动防护用品、 易引发职业病的岗位、 职业病诊断检查机

构、 工作中注意事项以及职业危害接触者正确行为的知晓率

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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