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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深， 刘庆东， 张巧耘， 丁恩民， 赵秋妮， 朱宝立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８）

　 　 摘要： 抽取南通市 Ａ、 Ｂ、 Ｃ ３ 家具有代表性的农药生产

企业， 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３ 家企业共 ３８５ 名职工，
进行职业卫生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分析。 结果显示， 发放问

卷 ３８５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９２ 份， 有效率 ７５ ８４％。 职工职业

卫生知识知晓率、 职业卫生态度认知的正确率， 管理干部高

于技术工人并显著高于操作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文化程

度越高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就越高； 不同工龄职工之间的职

业卫生知识知晓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３ 家企业职工能够正确

回答各 项 职 业 卫 生 行 为 和 工 作 习 惯 相 关 问 题 的 比 例 占

６９ ２３％。 获取职业卫生知识途径主要有合同告知、 上岗前培

训、 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高毒物品告知卡等。 提示应加强对农药企业职工职业卫生知

识的宣传、 培训及健康促进和健康行为干预， 增强职业卫生

安全意识， 提高农药生产企业的职业危害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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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是农药生产出口大省， 农药年产量约 １００ 万 ｔ， 年

销售额约 ８００ 亿元， 农药生产品种多，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

全危害因素也较多［１，２］ 。 为了降低职业危害， 除了不断改进生

产工艺外， 还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健康教育。 我们

选择南通市 ３ 家农药生产企业进行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

况及态度和行为的调查， 旨在为制定职业卫生健康促进和教

育措施提供相应的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 ３ 家具有代表性的农药生产

企业 （简称 Ａ、 Ｂ、 Ｃ） 共 ３８５ 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 Ａ
企业 ２１５ 名、 Ｂ 企业 ８９ 名、 Ｃ 企业 ８１ 名，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９２
份， 有效回收率 ７５ ８４％。
１ ２　 方法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农药生产工艺等相关知识和以往

的调查问卷， 自行设计调查表， 组织培训调查人员。 被调查

者在调查人员指导下填写问卷， 填写好的问卷通过当面回收

和自行上交两种方式收集。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岗位类型、 年

龄、 性别、 文化程度、 工龄和对职业卫生相关知识、 行为和

态度的影响等。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收回的 ２９２ 份有效问卷者的一般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３ 家农药生产企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

岗位　 管理人员 ４３ １４ ７３

　 　 　 技术人员 １０ ３ ４２

　 　 　 操作人员 ２３９ ８１ ８５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７ ９ ２５

　 　 　 　 　 初中 １２９ ４４ １８

　 　 　 　 　 高中 ５９ ２０ ２１

　 　 　 　 　 大学及以上 ７７ ２６ ３７

性别　 男 ２４１ ８２ ５３

　 　 　 女　 ５１ １７ ４７

年龄 （岁） 　 ≤３０ ４８ １６ ４４

　 　 　 　 　 　 ３１～５０ ２０５ ７０ ２１

　 　 　 　 　 　 ＞５０ ３９ １３ ３６

工龄 （年） 　 ≤５ ８２ ２８ ０８

　 　 　 　 　 　 ６～１５ １２３ ４２ １２

　 　 　 　 　 　 １６～２５ ５１ １７ ４７

　 　 　 　 　 　 ＞２５ ３６ １２ ３３

企业规模　 大型　 １５９ ５４ ４５

　 　 　 　 　 小型 １３３ ４５ ５５

２ ２　 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３ 家企业从业人员总体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为 ７７ ５％。
管理干部的知识知晓率高于技术工人且显著高于操作工，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文化程度越高， 职业卫生知识

知晓率越高， 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不同工

龄者间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Ｐ＜０ ０５）。
男性和女性职工、 不同年龄组职工、 不同类型企业职工之间

的职业卫生知晓率较为接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２。
２ ３　 职业卫生态度

职工对待各项职业卫生态度的问题正确回答率为 ９０ １１％。
管理和技术岗位的职工认知的正确率高于普通操作工人，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文化程度越高职业卫生态度相关的

各项问题认知正确率亦越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工龄和企业规模对职业卫生态度均有影响， 男性和女性职业卫

生态度认知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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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 家农药生产企业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分组 调查人数 答题总数 答对题数 知晓率 （％） χ２值 Ｐ 值

年龄 （岁） ≤３０ ４８ ５２８ ３７１ ７０ ２７

３１～５０ ２０５ ２ ２５５ １ ５９６ ７０ ７８ ０ ９９３ ０ ６０９

＞５０ ３９ ４２９ ３１３ ７２ ９６

性别 男 ２４１ ２ ６５１ １ ９８２ ７４ ７６

女 ５１ ５６１ ３９８ ７０ ９４ ３ ５１９ ０ ０６１

工龄 （年） ≤５ ８２ ９０２ ５９９ ６６ ４１

６～１５ １２３ １ ３５３ ９９７ ７３ ６９

１６～２５ ５１ ５６１ ４０７ ７２ ５５ １４ ８４６ ０ ００２

＞２５ ３６ ３９６ ２７７ ６９ ９５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７ ２９７ ２０９ ７０ ３７

初中 １２９ １ ４１９ ９６０ ６７ ６５

高中 ５９ ６４９ ４６５ ７１ ６５ １９ ３２３ ＜０ ００１

大学及以上 ７７ ８４７ ６４６ ７６ ２７

岗位类型 管理 ４３ ４７３ ３６６ ７７ ３８

技术 １０ １１０ ８０ ７２ ７３ １２ ８４０ ０ ００２

操作 ２３９ ２ ６２９ １ ８２２ ６９ ３０

表 ３　 农药企业职工职业卫生态度认知调查 例 （％）

调查内容

工龄 （年） 文化程度 岗位类型 企业类型

≤５
（８２ 人）

６～１５
（１２３ 人）

１６～２５
（５１ 人）

＞２５
（３６ 人）

小学及以下

（２７ 人）
初中

（１２９ 人）
高中

（５９ 人）
大专及以上

（７７ 人）
管理

（４３ 人）
技术

（１０ 人）
操作

（２３９ 人）
大型

（１５９ 人）
中小型

（１３３ 人）

学习 《职业病防治法》
７０ １１５ ４７ ３４ ２５ １１１ ５４ ７６ ４３ １０ ２１３ １４９ １１７

（８５ ３７） （９３ ５） （９２ １６） （９４ ４４） （９２ ５９） （８６ ０５） （９１ ５３） （９８ 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９ １２） （９３ ７１） （８７ ９７）

了解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
７０ １１５ ４７ ３１ ２５ １１２ ５３ ７３ ４１ １０ ２１２ １４８ １１５

（８５ ３７） （９３ ５） （９２ １６） （８６ １１） （９２ ５９） （８６ ８２） （８９ ８３） （９４ ８１） （９５ ３５） （１００） （８８ ７） （９３ ０８） （８６ ４７）
认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是

必要的

６８ １１６ ４６ ３２ ２４ １０９ ５５ ７４ ４３ １０ ２０９ １４８ １１４
（８２ ９３） （９４ ３１） （９０ ２） （８８ ８９） （８８ ８９） （８４ ５０） （９３ ２２） （９６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７ ４５） （９３ ０８） （８５ ７１）

了解本行业有毒物质的防护

措施

７０ １１５ ４８ ３３ ２５ １１２ ５４ ７５ ４３ １０ ２１３ １４８ １１８
（８５ ３７） （９３ ５０） （９４ １２） （９１ ６７） （９２ ５９） （８６ ８２） （９１ ５３） （９７ 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９ １２） （９３ ０８） （８８ ７２）

认为行为习惯可影响有毒物质

损害程度

６９ １１５ ４７ ３３ ２５ １１２ ５３ ７４ ４３ １０ ２１１ １４７ １１７
（８４ １５） （９３ ５０） （９２ １６） （９１ ６７） （９２ ５９） （８６ ８２） （８９ ８３） （９６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８ ２８） （９２ ４５） （８７ ９７）

认为生产中需佩戴防护用具 ６７ １０８ ４６ ３０ ２４ １０６ ４９ ７２ ４１ １０ ２００ １４４ １０７
（８１ ７１） （８７ ８０） （９０ ２０） （８３ ３３） （８８ ８９） （８２ １７） （８３ ０５） （９３ ５１） （９５ ３５） （１００） （８３ ６８） （９０ ５７） （８０ ４５）

定期做职业健康体检
７０ １１６ ４８ ３３ ２５ １１３ ５４ ７５ ４３ １０ ２１４ １４８ １１９

（８５ ３７） （９４ ３１） （９４ １２） （９１ ６７） （９２ ５９） （８７ ６０） （９１ ５３） （９７ 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９ ５４） （９３ ０８） （８９ ４７）

定期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７０ １１６ ４７ ３３ ２５ １１３ ５４ ７４ ４２ １０ ２１４ １４７ １１９

（８５ ３７） （９４ ３１） （９２ １６） （９１ ６７） （９２ ５９） （８７ ６０） （９１ ５３） （９６ １０） （９７ ６７） （１００） （８９ ５４） （９２ ４５） （８９ ４７）
合计 ５５４ ９１６ ３７６ ２５９ １９８ ８８８ ４２６ ５９３ ３３９ ８０ １ ６８６ １ １７９ ９２６

（８４ ４５） （９３ ０９） （９２ １６） （８９ ９３） （９１ ６７） （８６ ０５） （９０ ２５） （９６ ２７） （９８ ５５） （１００） （８８ １８） （９２ ６９） （８７ ０３）

２ ４　 职业卫生行为和卫生习惯

正确回答各项职业卫生行为和工作相关习惯问题的职工

占 ６９ ２３％， 其中在工作过程中遵守职业安全警示标志的占

９１ ４３％， 工作中能够严格按照规程操作的占 ９２ １２％， 主动

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占 ８７ ３３％， 按要求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的占 ６５ ７５％， 接受过职业卫生知识宣传培训的占 ７０ ８９％，
上岗前参加职业健康检查的占 ７６ ７１％， 定期接受职业健康体

检的占 ６３ ３６％， 在车间以外或是在工间休息室就餐 （饮） 的

占 ８０ ４８％， 班后更换工作服的占 ５８ ９０％， 工作服与其他衣

服分开清洗的占 ６０ ２７％， 下班及餐前洗手的分别占 ６０ ２７％、

５９ ９３％， 下班前淋浴的仅占 ３２ ５３％。
２ ５　 职业卫生知识的来源途径

职业卫生知识来源主要有合同告知、 上岗前培训、 职业

病危害告知卡、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高毒物品

告知卡等。 通过上述 １ 种途径获得的职工占 １０ ２７％， ２ 种途

径的占 １４ ３８％， ３ 种途径的占 １８ ４９％， ４ 种途径的占 ２０ ２１％，
５ 种途径的占 ２７ ０５％； ９ ５８％的职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其中

以合同告知获得职业卫生知识的职工比例最高， 占 ８１ ８４％。
２ ６　 职业卫生服务落实情况

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职工占 ７０ ８９％， 无固定期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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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的职工占 １１ ３％， 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的职工占 １ ０３％， 未签劳动合同的职工占 １６ ７８％。 ９２ ８１％
的职工有工伤保险， ９４ ８６％的职工参加过岗前培训， ９４ ５２％
的职工参加过在岗培训， ７３ ６３％的职工反映工作场所的安全

设施做到定期维护， 觉得工作场所安全和比较安全的

占 ７３ ６３％。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 ３ 家农药企业各项职业卫生态度问题回

答正确的占 ９０ １１％， 正确回答各项职业卫生行为和工作习惯

相关问题的占 ６９ ２３％。 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为

７７ ５％， 并未达到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规划纲要》 中

９０％的要求［３］ 。 另外， 不同岗位类型、 文化程度和工龄职工

的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不同， 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管

理干部无论是对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还是对职业卫生态度

各方面问题回答的正确率都好于普通工人， 其原因可能为

（１） 管理人员学历水平和文化素质高于普通工人； （２） 管理

人员可以通过文件、 网络、 会议、 培训等多种形式获得职业

卫生方面的知识， 并且自身吸收知识的效率更高， 而普通工

人则只能通过同事、 宣传栏、 合同等较单一的形式粗浅的获

得职业卫生方面的知识。 事实上， 《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已

１０ 余年， 仍然有部分职工不了解 《职业病防治法》 的内容，
因此要针对不同的岗位继续加强职业病危害及防治的宣传和

培训［４］ 。 表 ２ 显示， 工龄也会影响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并

且呈现出中间高、 两头低的特点， 即工龄≤５ 年及工龄＞２５ 年

的职工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低于工龄 ６～２５ 年的职工。 这可

能与受教育培训机会的多少、 文化素质状况的高低、 对职业

卫生知识的重视程度有关。 表 ３ 显示， ３ 家农药企业职工的职

业卫生态度认知正确率都较高， 但是操作工人和低学历人员

认知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职工定期接受职业健康体检

的比例较低， 还有很大一部分员工仍然没有养成良好的职业

卫生习惯， 反映出厂方和个人对职业卫生习惯的培养不够

重视。
本次调查提示， 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应针对不同岗位和不

同部门进行不同形式的职业卫生知识教育。 管理人员本身吸收

知识的效率高， 且获知途径较多， 但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结

合， 深入基层了解一线工人的职业卫生知识掌握情况； 操作岗

位职工职业卫生知识获得途径单一， 需要多组织岗前培训和职

业卫生培训， 这也是比较受工人欢迎的重要途径。
３ 家农药企业职工的职业卫生服务享受水平总体上较高，

但还是有 １６ ７８％的职工未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职业卫生知

识的知晓和掌握情况对于职业病的防治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５］ 。 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开展有效的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活动， 使劳动者掌握农药生产过程中有害因素的防护

知识， 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和习惯， 预防和减少职业危害事

故的发生［６］ ， 要严格按照要求举办职业卫生培训， 提高管理

层对职业卫生和安全的重视程度， 树立全体职工的职业卫生

安全意识， 以提高农药生产行业的职业病防控水平， 有效防

治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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