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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皖西地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为监测点， 对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业健康体检者随机发放职业卫生和健康

知识、 态度、 需求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 职业健康体检者以

在岗期间体检为主， 占 ８０ ５１％； 健康知识平均知晓率为

６０ ５２％， 较职业卫生知识平均知晓率低；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

率随着年龄组的增大而下降， 随着文化程度增高而上升； 职

业健康 体 检 者 对 职 业 与 健 康 态 度 的 总 体 积 极 持 有 率 为

７３ ９１％， 职业卫生服务平均需求率为 ４９ ７９％， 较健康知识

平均需求率高； 职业卫生服务和健康知识获取途径呈现多样

化。 提示有针对性地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开展健康

教育及干预， 职业病防治和健康促进效果将会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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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提升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项目工

作质量， 本调查针对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业健康体

检者进行职业卫生与健康知识、 态度和需求调查， 为今后开

展全方位职业病防治和健康促进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期间， 皖西地区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职业健康体检者。
参照 “知识—态度—行动” 模式， 结合文献［１，２］ 设计

《职业健康体检者职业卫生和健康知识、 态度、 需求调查问

卷》， 问卷使用前预调查显示， 信度内部一致性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１３。 以皖西地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为监测点， 对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业健康体检者随机发放问卷开展调查，
调查采用面对面问答的形式。

认知结果， 以答案的正误判断对错， 逐条目计算知晓率，
知晓率＝答对人数 ／答题总人数×１００％。 态度结果， 以肯定回

答计入积极应答人数， 积极态度持有率 ＝积极应答人数 ／答题

总人数×１００％。 需求结果， 逐条目逐选项计入需求人数， 需

求率＝需求人数 ／答题总人数×１００％。
数据库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建立，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进行数据整理，

数据分析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６ 进行。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描述， 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１００ 份， 收回问卷 １ ０７５ 份 （９７ ７３％），

有效问卷 １ ０１６ 份 （９２ ３６％）。 职业健康体检者以男性居多，
男女之比为 １ ８７ :１。 年龄分布集中在 ４１ ～ ５０ 岁组， 占

４１ ６３％， ＞５０ 岁组占 ２０ ４７％。 文化程度以初中学历为主

（５４ ６３％）， 小学及以下者占 ２０ ９６％。 在岗期间体检居多，
占 ８０ ５１％。 见表 １。

表 １　 职业健康体检者的人群特征

人群特征 例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６６２ ６５ １６

女 ３５４ ３４ ８４

户籍 本地 ８０９ ７９ ６３

外地 ２０７ ２０ ３７

婚姻状况 在婚 ９２７ ９１ ２４

非在婚 ８９ ８ ７６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１３ ２０ ９６

初中 ５５５ ５４ ６３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８ ２４ ４１

年龄 （岁） ＜３０ １８９ １８ ６０

３０～４０ １９６ １９ ２９

４１～５０ ４２３ ４１ ６３

＞５０ ２０８ ２０ ４７

体检类型 岗前 １８１ １７ ８１

在岗 ８１８ ８０ ５１

离岗 １７ １ ６７

２ ２　 认知情况

２ ２ １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　 ４ 项职业卫生知识平均知晓率为

７３ ９４％， 知晓率从高到低分别为 “毒物进入人体途径”、 “职
业病可预防”、 “ 《职业病防治法》 ” 和 “职业病概念”， 依次

为 ８２ ４８％、 ７９ ７２％、 ７４ ２１％和 ５９ ３５％。 文化程度越高、 年

龄组越小， 对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越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１）。 见表 ２。
２ ２ ２　 健 康 知 识 知 晓 　 ６ 项 健 康 知 识 平 均 知 晓 率 为

６０ ５２％。 职业健康体检者 “健康概念” “吸烟对健康影响”
“艾滋病传播途径” 的知晓率随文化程度升高而升高，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对 “健康概念” “艾滋病传播

途径” 的知晓率随年龄组增大而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３９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１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５



表 ２　 职业健康体检者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人（％）

人群特征 人数 《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病概念 职业病可预防 毒物进入人体途径

性别 男 ６６２ ４７６ （７１ ９０） ３９１ （５９ ０６） ５３１ （８０ ２１） ５５７ （８４ １４）
女 ３５４ ２７８ （７８ ５３） ２１２ （５９ ８９） ２７９ （７８ ８１） ２８１ （７９ ３８）
χ２ 值 ５ ２９ ０ ０７ ０ ２８ ３ ６２
Ｐ 值 ０ ０２１ ０ ７９９ ０ ５９７ ０ ０５７

户籍 本地 ８０９ ５７８ （７１ ４５） ４３６ （５３ ９０） ６２９ （７７ ７５） ６６０ （８１ ５８）
外地 ２０７ １７６ （８５ ０２） １６７ （８０ ６８） １８１ （８７ ４４） １７８ （８６ ００）
χ２ 值 １５ ８８ ４９ ０１ ９ ５７ ２ ２２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１３７

婚姻状况 在婚 ９２７ ７２４ （７８ １０） ５３７ （５７ ９３） ７３６ （７９ ４０） ７６２ （８２ ２０）
非在婚 ８９ ７２ （８０ ９０） ６６ （７４ １６） ７４ （８３ １５） ７６ （８５ ３９）
χ２ 值 ０ ３８ ８ ８７ ０ ７１ ０ ５７
Ｐ 值 ０ ５４１ ０ ００３ ０ ４０１ ０ ４４９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１３ １４６ （６８ ５４） １２１ （５６ ８１） １５６ （７３ ２４） １６７ （７８ ４０）
初中 ５５５ ４０５ （７２ ９７） ３１０ （５５ ８６） ４３６ （７８ ５６） ４５０ （８１ ０８）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８ ２０３ （８１ ８５） １７２ （６９ ３５） ２１８ （８７ ９０） ２２１ （８９ １１）
χ２ 趋势值 １０ ９３ ８ ２３ １５ ６３ ９ ５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年龄 （岁） ＜３０ １８９ １６０ （８４ ６６） １４０ （７４ ０７） １６４ （８６ ７７） １６８ （８８ ８９）
３０～４０ １９６ １４５ （７３ ９８） １１９ （６０ ７１） １５９ （８１ １２） １６４ （８３ ６７）
４１～５０ ４２３ ３１０ （７３ ２９） ２３６ （５５ ８０） ３３６ （７９ ４３） ３４２ （８０ ８５）
＞５０ ２０８ １３９ （６６ ８３） １０８ （５１ ９２） １５１ （７２ ６０） １６４ （７８ ８５）
χ２ 趋势值 １５ ０２ ２１ ９２ １１ ７５ ７ ８３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体检类型 岗前 １８１ １３５ （７４ ８９） ７７ （４２ ５４） １５４ （８５ ０８） １５３ （８４ ５３）
在岗 ８１８ ６０６ （７４ ０８） ５１７ （６３ ２０） ６４４ （７８ ７２） ６７１ （８２ ０３）
离岗 １７ １３ （７６ ４７） ９ （５２ ９４） １２ （７０ ５９） １４ （８２ ３５）
χ２ 值 ０ ０７ ２６ ５２ ４ ６ ０ ６４
Ｐ 值 ０ ９６８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７２６

合计 １ ０１６ ７５４ （７４ ２１） ６０３ （５９ ３５） ８１０ （７９ ７２） ８３８ （８２ ４８）

表 ３　 职业健康体检者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人（％）

人群特征 人数
健康

概念

正常血压

范围

高血压

有无症状

吸烟对健康

影响

慢性病预防

措施

艾滋病传播

途径

性别 男 ６６２ ４３７ （６６ ０１） ２１６ （３２ ６３） ３２１ （４８ ４９） ５７９ （８７ ４６） ６２５ （９４ ４１） １９３ （２９ １５）
女 ３５４ ２１５ （６０ ７３） １０４ （２９ ３８） ２１１ （５９ ６０） ３１５ （８８ ９８） ３３３ （９４ ０７） １４０ （３９ ５５）
χ２ 值 ２ ７９ １ １３ １１ ４２ ０ ５１ ０ ０５ １１ ３１
Ｐ 值 ０ ０９５ ０ ２８８ ０ ００１ ０ ４７７ ０ ８２２ ０ ００１

婚姻状况 在婚 ９２７ ５８３ （６２ ８９） ２８８ （３１ ０７） ４８２ （５２ ００） ８１６ （８８ ０３） ８７３ （９４ １７） ２９２ （３１ ５０）
非在婚 ８９ ６９ （６３ ３０） ３２ （６ ４２） ５０ （４９ ５４） ７８ （９６ ７９） ８５ （８８ ３５） ４１ （４２ ３９）
χ２ 值 ７ ５７ ０ ９ ０ ５７ ０ ０１ ０ ２７ ７ ８２
Ｐ 值 ０ ００６ ０ ３４３ ０ ４５ ０ ９１５ ０ ６０５ ０ ００５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１３ １３６ （６３ ８５） ７３ （３４ ２７） １１１ （５２ １１） １８７ （８７ ７９） ２０２ （９４ ８４） ５７ （２６ ７６）
初中 ５５５ ３３３ （６０ ００） １８９ （３４ ０５） ２９７ （５３ ５１） ４７５ （８５ ５９） ５１８ （９３ ３３） １４６ （２６ ３１）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８ １８３ （７３ ７９） ５８ （２３ ３９） １２４ （５０ ００） ２３２ （９３ ５５） ２３８ （９５ ９７） １３０ （５２ ４２）
χ２ 趋势值 ５ ６９ ６ ８２ ０ ２５ ４ １５ ０ ３６ ３７ ３３
Ｐ 值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６１９ ０ ０４２ ０ ５４７ ０ ００１

年龄 （岁） ＜３０ １８９ １４９ （７８ ８４） ６０ （３１ ７４） １０９ （５７ ６７） １７３ （９１ ５３） １８４ （９７ ３５） ８２ （４３ ３８）
３０～４０ １９６ １２７ （６４ ８０） ５７ （２９ ０８） ８５ （４３ ３７） １６６ （８４ ７０） １８１ （９２ ３５） ６２ （３１ ６３）
４１～５０ ４２３ ２５９ （６１ ２３） １３２ （３１ ２１） ２２３ （５２ ７２） ３７３ （８８ １８） ３９４ （９３ １４） １３１ （３０ ９７）
＞５０ ２０８ １１７ （５６ ２５） ７１ （３４ １３） １１５ （５５ ２９） １８２ （８７ ５０） １９９ （９５ ６７） ５８ （２７ ８８）
χ２ 趋势值 ２２ ６ ０ ３９ ０ ０５ ０ ５８ ０ ４３ １０ １８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５３４ ０ ８２ ０ ４４６ ０ ５１１ ０ ００１

体检类型 岗前 １８１ ９３ （５１ ３８） ５９ （３２ ６０） ７２ （３９ ７８） １３４ （７４ ０３） １６１ （８８ ９５） ５２ （２８ ７３）
在岗 ８１８ ５４６ （６６ ７５） ２５２ （３０ ８１） ４５１ （５５ １３） ７４４ （９０ ９５） ７８０ （９５ ３５） ２７８ （３３ ９９）
离岗 １７ １３ （７６ ４７） ９ （５２ ９４） ９ （５２ ９４） １６ （９４ １２） 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３ （１７ ６５）
χ２ 值 １６ ３６ ３ ９１ １４ ０１ ４０ ７７ １２ ３４ ３ ６５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１６１

合计 １ ０１６ ６５２ （６４ １７） ３２０ （３１ ５０） ５３２ （５２ ３６） ８９４ （８７ ９９） ９５８ （９４ ２９） ３３３ （３２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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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对职业与健康的态度

职业与健康态度的总体积极持有率为 ７３ ９１％， 其中以

“健康与饮食有很大关系” 的积极持有率最高， 为 ９１ ５４％，
“有必要每周进行身体锻炼”、 “有必要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 的积极持有率次之， 分别为 ８９ ２７％、 ８９ １７％； “企业不

能提供良好的职业病防护， 不会继续工作” 的积极持有率最

低， 仅为 ４３ ５０％。 见表 ４。
表 ４　 职业健康体检者的职业与健康态度 （１ ０１６ 人）

问题 积极应答人数 持有率 （％）

健康与饮食有很大关系 ９３０ ９１ ５４
有必要每周进行身体锻炼 ９０７ ８９ ２７
有必要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９０６ ８９ １７
会主动获取健康保健知识 ８６０ ８４ ６５
有必要定期进行职业卫生技术培训 ８２１ ８０ ８１
个人防护用品对预防职业病有效 ７６２ ７５ ００

企业签订聘用合同时， 有必要告知工作场

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７４９ ７３ ７２

主动了解岗位职业病危害情况 ５９２ ５８ ２７
主动了解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 ５４０ ５３ １５

企业不能提供良好的职业病防护， 不会继

续工作
４４２ ４３ ５０

２ ４　 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情况

职业卫生服务平均需求率为 ４９ ７９％， 劳动保护用品和卫

生防护用品使用方法的服务需求最高， 达 ７９ ７２％。 膳食平衡知

识需求率最高达 ５９ １５％， 性健康知识需求率最低仅为 １４ ４７％。
希望获取的职业卫生服务和健康知识的途径由高到低排序， 以

专业人员现场培训、 职业卫生培训和设置宣传栏 ／提供宣传册

需求率最高， 分别是 ７５ ４９％、 ７３ ０３％和 ５９ ９４％。 见表 ５。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 职业与健康态度的总体积极持有率占七成

以上， 职业卫生服务需求率接近 ５０％， 希望获取服务的途径呈

现多样化， 提示围绕职业卫生服务和健康知识实际需求， 开展

针对性和实用性的专业人员现场宣讲和职业卫生培训， 可以有

效提高用人单位劳动者职业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的效果［３］。 同

时， 不可忽视在互联网日趋普及的新时代， 适时调整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方式方法， 制定适合年轻职业人群需求的职业卫生

和健康知识干预模式， 以期达到更广泛的健康促进效果。
从知晓率来看， 职业卫生知识的平均知晓率为 ７３ ９４％，

较之健康知识的平均知晓率略高， 但两者与 《 “十三五” 全国

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规划》 要求有较大差距。 从态度来看，
职业与健康态度的总体积极持有率为 ７３ ９１％， 其中健康态度

积极持有率均在 ８０ ００％以上， 提示实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对健康知识的干预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调查发现， 如果企

业不能提供良好的职业病防护， 仍有高达 ５６ ５０％的劳动者会

继续工作， 提示增强广大劳动者职业病防范能力和自我防护

意识， 督促用人单位重视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和健康

教育尤为重要。 从需求来看， 职业卫生服务的平均需求率为

４９ ７９％， 主要围绕个人防护用品使用、 职业病危害因素

表 ５　 职业健康体检者的职业与健康服务需求情况 （１ ０１６人）

类别 内容 需求人数 需求率 （％）

职业卫生服务
劳动保护用品和卫生防护用品使用

方法
８１０ ７９ ７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及其对人体的

危害
７０６ ６９ ４９

职业中毒症状及应急救援方法 ５０４ ４９ ６１
职业紧张 ４６８ ４６ ０６
职业病和工作相关疾病防治 ３７１ ３６ ５２
安全生产 ３５７ ３５ １４
职业病防治法规条例 ３２５ ３１ ９９

健康知识 膳食平衡 ６０１ ５９ １５
体育锻炼 ５９０ ５８ ０７
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知识 ５０３ ４９ ５１
控烟限酒 ３９０ ３８ ３９
传染病防治 ３６０ ３５ ４３
肿瘤防治知识 ２８９ ２８ ４４
精神卫生 ２２９ ２２ ５４
性健康 １４７ １４ ４７

获取途径 专业人员现场宣讲 ７６７ ７５ ４９
职业卫生培训 ７４２ ７３ ０３
设置宣传栏 ／提供宣传册 ６０９ ５９ ９４
电视专题讲座 ３４５ ３３ ９６
互联网提供职业卫生相关知识 ２４８ ２４ ４１
广播专题讲座 ２４１ ２３ ７２
ＱＱ 群 ／微信提供咨询服务 ２２８ ２２ ４４

对人体的危害、 中毒与急救等关乎个人安危的服务需求。 健

康知识需求主要围绕膳食平衡、 体育锻炼和高血压、 糖尿病

等慢性病防治等相关问题。 企业员工希望获取服务的途径呈

现多样化， 以通过专业人员现场宣讲和职业卫生培训获得服

务的仍居多数， 随着互联网日趋普及， 希望通过 ＱＱ 群 ／微信

获取咨询服务越来越多地被劳动者接受。
围绕职业病防治宣传实际需求， 采取形式多样、 全方位的

宣传教育方式， 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研究， 提高健康促

进的效果， 是 《安徽省职业病防治 “十三五” 规划》 提出的针

对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和重点对象的健康促进和宣传项目与工

程任务。 本次调查是基于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

项目工作， 在 “７＋３” 监测模式规定的基础上［４］， 扩展到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所有职业健康体检者， 既利于重点职业病监

测项目工作的同步推进， 又为项目深入开展探索思路。
（致谢： 感谢金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六安阳光眼科医

院、 六安开发区医院、 舒城县人民医院、 霍山县医院对本次

调查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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