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禁食海产品 , 而尿砷整体水平符合国内其他地区报

道水平。有资料报道 , 燃烧的烟草中含有 4 000多种化

合物 ,其中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有丙酮、 氨、 吡霜、 一氧

化碳、 DDT、 氰化氢、 萘、 焦油、 尼古丁等 , 男性吸

烟是否是男女间尿砷含量差异有显著性原因之一有待

日后进一步探讨。有文献报道 , 急性砷化氢中毒者 , 驱

砷 治 疗 后 , 轻 度 中毒 者 尿 砷 含 量达 32. 02 ～

58. 34μmol / L; 而重度中毒者尿砷含量为 1. 108～

2. 697μmol /L。另有文献报道 , 口服三氧化二砷 1～ 2克

(大大超过致死量 ) 患者 , 驱砷治疗后 , 尿砷高达

614. 9μmol /L。因此 , 对于砷中毒患者 , 应具体考虑所

接触的砷化物的综合因素 , 不能以单纯尿砷含量高低

来判断中毒的程度。

(收稿: 1996-09-15　修回: 1996-11-28)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影响因素调查

黄先青　李　玲　何家禧　彭崇信　刘移民

　　改革开放 , 我国沿海地区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

迅速 ,这些企业或引进资金 ,或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设

备。然而 ,这些迅速发展的工业企业也带来了一定的职

业卫生问题。据调查 , 在涉外乡镇工业中 , 约 40%的有

毒害工厂的毒害因素超过卫生标准〔1〕。对危害严重的

工厂 ,目前要从改善设备上进行预防 ,还存在一定的困

难 ,因此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仍是保障工人健康的

主要防护手段之一〔2〕。然而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

如何 , 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其使用 , 一直未见专题报道。

本文将对深圳市部分工厂的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及

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调查方法

随机抽取深圳市各类性质工业企业 130家 ,由调查

员按调查表到工厂逐项调查 , 内容包括个人防护用品

发放及各岗位使用情况 , 企业对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的

规章制度 ; 并对作业场所毒害因素进行监测、 定级〔3〕。

同时随机抽查 600名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工人 ,以

问卷的形式调查其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及文化程

度、使用满意度、职业健康教育等可能影响个人防护用

品使用的因素。收回资料在微机上建立数据库 , 并用

SA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企业防护用品的发放及管理制度

在存在毒害因素的 130家企业中 ,按规范化操作要

求 , 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岗位有 1 176处 , 实际发

放防护用品的岗位 961处 , 发放率为 81. 7% ; 按各种防

护用品的防护性能及使用范围 , 所发放防护用品能有

效预防本岗位毒害因素的占 63. 6% (即有效发放

作者单位: 518020　深圳市劳动卫生监察所 (黄先青、李

玲、 何家禧、 彭崇信 ) , 中山医科大学 (刘移民 )

率 )。以企业职工规模 (大型≥ 500人 , 500人> 中型≥

200人 ,小型 < 200人 )比较 ,大中小型企业防护用品的

有效发放率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 01) , 大型企业发

放率为 91. 7% , 中型 83. 4% , 小型仅为 47. 3%。

在调查的 130家企业中 ,防护用品的发放方式: 定

期限量占 59. 7% , 以旧换新 16. 7% , 自由领取 11. 8%。

对不使用防护用品者约束的规章制度: 80. 0%的工厂

制定有规章制度 , 其中 46. 8%的工厂对不按规定使用

者实施罚款或处分 ; 20. 6%的工厂有制度 ,但无专、兼

职劳保人员进行管理 ; 10. 0%的工厂有制度 ,有专、兼

职劳保人员 , 但无落实执行规章制度。

2. 2　工人防护用品使用基本情况

调查 600名工人 , 收回有效答卷 509份。其中男性

71. 7% , 女性 28. 3% , 平均年龄为 24岁 , 平均工龄 4. 5

年。文化程度构成比: 大学 (或以上 ) 13. 0% , 高中

(中专 ) 62. 7% ,初中 22. 4%。90. 0%的人认为其岗位必

须使用防护用品 , 82. 7%的人能准确回答其使用的防

护用品是防护何种有害因素 , 57. 7%的人经常使用防

护用品。其余不使用防护用品的主要原因为: 不舒服

34. 2% ,未发防护用品 23. 2% ,认为不必要 18. 5% ,影

响工作效率 14. 0%。对使用的防护用品的满意度: 认为

尚可的 57. 5% , 不满意 30. 6% , 满意 11. 9%。工人了解

劳动保护知识主要通过: 报刊、宣传小册、电视等自学

占 45. 4% , 入厂时进行教育占 36. 9% , 学校教育占

17. 6%。

2. 3　各因素对防护用品使用频率的影响

各因素对防护用品使用频率的影响见表 1。不同文

化程度人群防护用品的使用率分别为: 大学组 59. 3% ,

高中组 63. 1% ,初中组 31. 1%。大学组与高中组使用率

差异无显著意义 (P> 0. 05) , 大学组及高中组与初中

组比较 ,则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入厂时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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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知识教育 , 或受过学校职业健康教育的工人 ,

66. 9%的人经常使用防护用品 , 其使用频率明显高于

未接受健康教育组的 45. 1%。实行计件工资对使用防

护用品也有明显影响: 经常使用者仅 41. 1% ,明显低于

未实行计件组的 65. 3%。企业有严格管理制度 ,对不按

规定使用防护用品者进行处罚等措施 , 也有利于促使

工人使用防护用品 ,有严格管理制度的企业 ,经常使用

防护用品者占 74. 3% , 无严格管理制度的企业仅为

53. 0%。在毒害因素强度不同的环境作业的工人 ,其防

护用品经常使用率差异没有显著意义 (P> 0. 05) , 分

别为: Ⅰ 级 57. 5% ,Ⅱ级 60. 1% ,Ⅲ级 58. 6%。另外 ,工

厂规模 (职工数 )、 企业性质 (国营、 集体、 私营、 涉

外、股份制等 )对工人使用防护用品的频率也无明显影

响。

　　 表 1　各因素对个人防护用品使用频率 (% ) 的影响

防护用品

使用频率

文化程度

大学 高中 初中

健康教育

有 无

有害因素强度

Ⅰ Ⅱ Ⅲ

工资计量

有 无

管理制度

有 无

经常 51. 6 67. 6 36. 7 66. 9 45. 1 56. 5 61. 2 57. 6 41. 1 65. 3 74. 3 53. 0

偶尔 25. 8 16. 4 35. 8 20. 2 26. 7 20. 6 24. 8 36. 4 26. 4 19. 8 18. 1 29. 1

无 22. 6 16. 8 27. 5 12. 9 28. 2 22. 9 14. 0 6. 18 32. 5 14. 9 7. 6 17. 9

P值 0. 001 0. 000 0. 065 0. 000 0. 000

　　注: 大学组与高中组比较 P> 0. 05。

3　讨论

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方式及其管理制度的实施 ,

都直接影响到工人对防护用品的使用。从本次调查结

果看 ,企业在防护用品上的投入并不少 ,需要使用防护

用品的岗位有 80%以上发放了防护用品 ,然而 ,由于企

业管理者及工人的劳动防护知识水平低 , 发放的防护

用品近 40%不能预防本岗位毒害因素 , 如用布手套防

有机溶剂、普通眼镜防紫外线等。80%的工厂对防护用

品的使用制定了管理制度 , 但约 30%的工厂这种制度

形同虚设。说明企业中劳动保护管理人员的劳动防护

知识有待提高 , 这与我国未实行安全生产主任持证上

岗制有很大关系。

从工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看 ,文化程度、健康教

育、管理制度是影响防护用品使用的重要因素。初中组

中仅 36. 7%的人经常使用防护用品 , 说明目前我国实

行九年义务教育 (初中 ) , 学生毕业后做工人 , 其劳动

保护知识不能满足需要。通过职业健康教育可使工人

主动使用防护用品 , 健康教育组工人防护用品经常使

用率 ( 66. 9% )明显高于无健康教育组 ( 45. 1% )。实施

严格管理制度 ,可使工人被动使用防护用品 ,有严格管

理制度组 ,经常使用率 ( 74. 3% )明显高于无严格管理

制度组 ( 53. 0% ) ,提示在未能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时 ,严

格管理制度是很重要的。

防护用品本身质量因素如不舒服、不满意、工作效

率低等 ,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防护用品的使用 ,在实

行计件工资组 ,这种影响更为明显。计件工资组的工人

经常使用率 ( 41. 1% ) 明显低于无计件工资组

( 65. 3% )。这提示生产厂家应进一步研制与改良防护

用品 ,以适应使用者需要 ;同时也提示国家劳动保护机

构及有关部门必须立法加强防护用品的质量管理 , 防

止劣质防护用品流入使用市场。同时提示实行计件工

资的工厂 , 应将因使用防护用品而降低工作效率的因

素加以考虑。

在本次调查中 , 毒害因素的强度、 企业所属性质 ,

未对防护用品的使用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 这

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健康教育、管理制度、防护用品

的质量等因素较强 , 将其掩盖 , 有待进一步分组研究。

(周炯亮教授对本文给予指导 ,中山医科大学 90级卫生专

业深圳实习组同学参与部分调查工作 ,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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