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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抽取中山市 ３９６ 家职业病危害企业， 采用自行编制

的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调查表》， 对企业的职业卫生

基础建设和管理现状进行调查。 ３９６ 家企业以小微型企业为主

（８２ ８％）， 家具制造、 灯饰电气机械设备、 五金企业所占比例

较多。 未建 立 １３ 项 管 理制 度 的 企 业 占 ２７ ５％、 不 完 善 占

３７ １％， 制度完善的企业仅占 ３６ ４％， 其中以建立职业病危害

防护措施、 制定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的比例最高， 制定职业

病防治计划和方案的实施率最低； 趋势性 χ２检验显示， 企业规

模越大， 制定 “三同时” 制度、 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

案的比例越高 （Ｐ＜０ ００５）； 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实施率的比

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 化学、 物理、 粉尘检测

超标率分别为 ２８ ０％、 ４１ ９％和 ２９ ０％， 对超标岗位加以整改

的占 ３１ ７％。 １０ ４％的企业未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劳动者正确

佩戴防护用品的占 ２４ ０％； 职业卫生培训实施率为 ５７ ３％， 职

业危害申报率 ８９ ４％。 实施上岗前、 在岗和离岗体检的企业分

别占 １４ ９％、 ８７ ９％和 ８ ３％， 完成复查率占 ３８ ２％。 提示应重

点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和管理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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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中山市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的现状， 为制定科学的

职业病危害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我们于 ２０１６ 年

对 ３９６ 家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和管

理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３９６ 家职业病危害企业涉及 ２０ 多个行业， 其中家具制造、

灯饰电气机械设备、 五金企业比例最多， 分别占 ４６ ０％、
９ ４％和 ８ ６％。 大、 中、 小微型企业分别占 ２ ８％、 １４ ４％和

８２ ８％， 其中包装印刷、 家具制造、 冶金建材、 化工等行业的

小微型企业均超过 ８５ ０％， 家具制造业的小微企业比例最高，
达 ９７ ２５％。
１ ２　 方法

参考相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自行设计 《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管理情况调查表》， 表格每个分项的检查标准明确， 每一项

目的判定采用里氏 ５ 分级 （分别为 １０ 分、 ８ 分、 ６ 分、 ４ 分和 ２

分） 进行评分， 每项分值×权重 （德尔菲法） 为该分项的得分。
调查量表分 ６ 个维度 ３３ 个条目， 共计 １００ 分。 详见表 １。

表 １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调查表内容与赋值

维度　 　 　 条目 总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系数 α 值

职业卫生制度 ２２ ２６ ０ ７８４

“三同时” 前期预防 ３ ３ ０ ９９７

工作场所管理 １２ ３３ ０ ６８６

职业卫生培训 ２ ５ ０ ２

个人防护用品管理 ４ ９ ０ ６７２

职业健康检查 ５ ２４ ０ ７３８

１ ３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均具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格， 调查前接受培

训， 现场调查并记录。 调查问卷回收后及时复核， 发现问题重

新核实。 问卷设计采用德尔菲法赋分， 经具有丰富经验的职

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评价指标进行多次筛选， 确定出具体

的评价指标体系， 取得相对一致的赋分值。
１ ４　 统计学分析

核对数据， ＳＰＳＳ 建立数据库，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趋势性 χ２ 检验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检验，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不同规模企业的危害接触人数和职业健康检查

本次调查的不同规模企业职业危害接触人数结果显示，
大型企业 ９ ８９９ 人 （３３ ０％）、 中型企业 ８ １９３ 人 （２７ ４％）、
小微型企业 １１ ８４１ 人 （３９ ６％）， 可见， 小微型企业接触职业

病危害人数比例最高。 大型、 中型、 小微型企业接害工人受

检人数 （受检率） 分别是 ３ １０８ 人 （ ３１ ４％）、 ３ ９６０ 人

（４８ ３％）、 ６ ２５２ 人 （５２ ７％） （ χ２ ＝ ９７３ ６４４， Ｐ＜０ ００１）， 不

同规模企业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平均为 ４１ ６％。
２ ２　 不同性质企业的职业危害接触人数和健康检查情况

受检企业中国有 ／集体企业 ４ 家 （１ ０％）， 港澳台、 外资

企业 ５３ 家 （１３ ４％）， 私营企业 ３３８ 家 （８５ ６％）。 国有 ／集体

企业接触危害 １ ２２８ 人 （４ １％）， “三资” 企业接害 １３ ４０９ 人

（４４ ８ ％）， 私营企业 １５ ２９６ 人 （５１ １％）， 以私营企业接触

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最高。 国有 ／集体、 “三资” 企业、 私营

企业在岗职业健康受检率分别为 ８０ ６％、 ４３ ９％、 ２４ １％ （ χ２

＝ ２２３ ９２６， Ｐ＜０ ００１）， 私营企业的受检率最低。
２ ３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实施和得分情况

３９６ 家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管理机构设置、 管理

人员配备、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实施率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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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分别为 ２８ ３％、
９０ ９％， 结果告知率仅为 １５ ７％， 严重危害企业开展现状

评价的占 １６ ５％。 ２０１６ 年检测化学、 物理和粉尘浓 （强）
度超标率分别为 ２８ ０％、 ４１ ９％和 ２９ ０％， 超标岗位整改

的占 ３１ ７％； “三同时” 执行率低至 １ ３％， ２１ ０％的企业

使用纱布口罩、 一次性口罩、 无任何标识口罩做防尘防毒

口罩， 仍有 １０ ４％的企业未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应急设施

设置不完善， 存在洗眼器、 事故通风设施开关与工作场所

距离过远， 洗眼器水压不足， 未设置应急设施和药箱， 无

事故通风装置等问题。 实施上岗前和离岗体检的企业比例

低， 复查率占 ３８ ２％。
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 ２。 总分 ＜ ６０ 分的企业 ２７０ 家

（６８ ２％）， ６０ ～ ７０ 分 ６３ 家 （ １６ ０％）， ７０ ～ ８０ 分 ２８ 家

（７ ０％）， ８０～１００ 分 ３５ 家 （８ ８％）。
表 ２　 ３９６ 家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 企业数 （％）

维度
总得分
（ｘ±ｓ） 项目 完全符合要求 部分符合要求

未实施或完全

不符合要求
维度

总得分
（ｘ±ｓ） 项目 完全符合要求 部分符合要求

未实施或完全

不符合要求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１５ １±７ ７ １３ 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１４４ （３６ ４） １４７ （３７ １） １０５ （２６ ５） 严重危害分类及现状评价 ３８ （１６ ５） １９３ （８３ ５）

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２８６ （７２ ２） １１０ （２７ ８） 个人防护用品 ５ ８±２ ６ 防护用品配备 ６６ （１６ ７） １６５ （４１ ７） １６５ （４１ ７）

管理人员配备 ２４３ （６１ ４） ６３ （１５ ９） ９０ （２２ ７） 劳动者佩戴情况 ２０４ （５１ ５） ９７ （２４ ５） ９５ （２４ ０）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５２ （１３ １） １５７ （３９ ６） １８７ （４７ ２） 职业卫生培训 ２ ５±１ ７ 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培训 ２２７ （５７ ３） １６９ （４２ ７）

职业危害申报 ３５４ （８９ ４） ４２ （１０ ６） 劳动者上岗前培训 ２２７ （５７ ３） １６９ （４２ ７）

“三同时” 前期预防 ２ １±１ ３ 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 ３９１ （９８ ７） ５ （１ ３） 宣传培训档案 ２１９ （５５ ３） １７７ （４４ ７）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１８ ３±６ ２ ２０１５ 年定期检测 １１２ （２８ ３） ２８４ （７１ ７） 职业健康检查 ９ ７±６ ２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１０４ （２６ ３） ２９２ （７３ ７）

２０１６ 年定期检测 ３６０ （９０ ９） ３６ （９ １） 建立个人监护档案 ９６ （２４ ２） ３００ （７５ ８）

检测结果张贴告知 ６２ （１５ ７） ３３４ （８４ ３） 上岗前体检 ５９ （１４ ９） ３３７ （８５ １）

职业病防护设施 ２６９ （６７ ９） １２７ （３２ １） 在岗体检 ３４８ （８７ ９） ４８ （１２ １）

应急设施设置 ２６９ （６７ ９） １２７ （３２ １） 离岗体检 ３３ （８ ３） ３６３ （９１ ７）

警示标识设置 ２９７ （７５ ０） ９９ （２５ ０） 体检结果书面告知 １５３ （３８ ６） ２４３ （６１ ４）

职业病危害合同告知 ２７５ （６９ ４） １２１ （３０ ６）

　 　 企业实施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中 １３ 项制

度的情况有所差异， 其中以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管理制

度、 制定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的比例最高， 均为 ６６ ４％；
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比例最低， 为 ３４ ８％。 趋

势性 χ２检验显示， 企业规模越大， 制定 “三同时”、 职业病防

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比例越高， 分别为 ５８ ８％和 ３４ ８％ （Ｐ＜
０ ００５）。 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的实施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χ２ ＝ １７５ ５３８， Ｐ＜０ ００１） 。
２ ４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的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情况比较

与刘新霞［１］２０１０ 年调查结果比较， 本调查中除了制定个

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率比 ２０１０ 年低外， 其他管理项目的实施

比例均较 ２０１０ 年明显提高， 尤其在规范操作规程、 制定检测

和评价制度、 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等方面， 整体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建设得到明显的改善。 见图 １。
３　 讨论

３ １　 调查的 ３９６ 家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 涉及行业广泛， 多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从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制定率和实施

率比较发现， 部分企业存在制度不执行、 执行不力或随意性

大等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薄弱， 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没有形

成一套科学、 规范的规章制度， 管理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因

此加强小微型企业制度建设与监督， 是做好我市职业病预防

和控制工作的重要内容。 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防治和降低职业危害， 需帮助和指导中小企业建立健全职业

图 １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０ 年职业卫生管理情况比较

卫生管理工作机构和制度， 并保证其贯彻实施。
３ ２　 本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规模越大， 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

构、 配备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制定 “三同时” 制

度、 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比例越高。 中小微企

业仍然是监管重点， 须从整体上提高中小企业的职业卫生法

治管理水平。
３ ３　 本次调查不同规模企业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受检率为

４１ ６％， 低于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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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体检率达 ９０％的目标。 企业普遍较重视在岗体检， 忽视

上岗前、 离岗体检和复查， 监督部门应不断加大职业卫生监

管执法力度， 扩大监督检查的覆盖范围， 督促用人单位落实

职业健康检查和复查工作， 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

病， 避免病情进展， 维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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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 ＷＨＯ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对某石雕厂 ９２
名男性工人进行了生活质量的调查。 结果显示， 观察组在躯

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四个维度得分和总

得分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各工龄段间四个维度和

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文化程度项中躯体功能得分

和婚姻状态项中物质生活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

石雕作业工人总体生活质量低于其他职业人群。
关键词： 石雕作业； 职业有害因素；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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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有关职业有害因素对从业人员生活质量的影响

日益受到关注。 石雕作业中可产生粉尘、 噪声、 振动等多种

职业危害因素， 且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 个人防护措施不完

备， 可能对工人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对鲁西南

某县石雕作业工人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 以期了解石雕作业

对工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为保障工人身心健康、 有针对性地

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随机抽取某县石雕厂 ９２ 名男性石雕作业工人为观察组，
包括抛光、 切割、 透雕、 打磨和凿石等作业工序； 同时随机

抽取同一工厂 ６４ 名非石雕作业男性职工 （包括运输工、 仓库

保管、 会计、 销售人员、 管理人员、 办公室文职人员等） 为

对照组。 观察组年龄 １８～６４ 岁、 平均 （３６ ９２±１１ ８１） 岁， 工

龄 ２～３０ 年、 平均工龄 （１１ ３３±７ １８） 年； 对照组年龄 ２０～５４
岁、 平均 （３３ ９４±１１ ３２） 岁 （ ｔ ＝ １ ４９７， Ｐ ＝ ０ １３７）， 工龄 １
～ ４０ 年、 平 均 工 龄 （ １１ ０５ ± １０ ５２） 年 （ ｔ ＝ ０ １７７， Ｐ ＝
０ ８６０）。 经统计学分析， 两组年龄、 工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在文化程度、 婚姻状态、 经济收入等基本特征方面的构

成比见表 １。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采集石雕作业现场生产性粉

表 １　 两组人群一般人口学特征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 值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５６ （６０ ８７） １３ （２０ ３１） ３２ ８３ ０ ００

初中 ３４ （３６ ９６） ３６ （５６ ２５）

高中及以上 ２ （２ １７） １５ （２３ ４４）

婚姻状态 已婚 ７０ （７６ ０９） ４８ （７５ ００） ０ ０２４ １ ００

未婚 ２２ （２３ ９１） １６ （２５ ００）

经济收入 （元） ≤３ ０００ ８ （８ ７０） ５ （７ ８１） ９ ９３ ０ ０２

～４ ０００ ５２ （５６ ５２） ２５ （３９ ０６）

～５ ０００ ３２ （３４ ７８） ３０ （４６ ８８）

＞５ ０００ ０ 　 　 　 ４ （６ ２５）

注： （） 内为％

尘， 采用滤膜质量法进行粉尘浓度测定， 测定粉尘数量分散

度并计算直径≤５ μｍ 的粉尘粒子的占比， 采用焦磷酸法重量

法进行粉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的测定。 测定粉尘作业现场噪声

强度， 记录工人的作业时间。
１ ２ ２　 问卷调查　 本调查所用问卷为 《ＷＨＯ 生活质量综合

评定问卷》（Ｇｅｎｅｒ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ＧＱＯＬＩ⁃７４） ［１］ ， 内

容包括个人一般情况和 ＷＨＯ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 根据实际情

况， 将问卷内容合并为 ５１ 道题目， 并归纳为躯体功能、 心理

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四个维度。 物质生活维度包括因

子 １～４， 即住房、 社区服务、 生活环境及经济状况； 躯体功

能维度包括因子 ５ ～ ９， 分别为睡眠与精力、 躯体不适感、 进

食功能、 性功能、 运动与感觉功能； 心理功能维度包括因子

１０～１４， 即精神紧张度、 负性情感、 正性情感、 认知功能， 自

尊； 社会功能维度包括因子 １５ ～ １８， 即社会支持、 人际交往

能力、 工作与学习、 婚姻与家庭。 各维度计分方法均为各个

因子粗分相加。 该量表自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０３， ２ 周后

重测为 ０ ９０１； 他评内部一致性系数 ０ ８５５， ２ 周后重测

为 ０ ８５１。
由专人进行问卷调查， 现场告知被调查者问卷填写的方

法及注意事项， 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并当场收回问卷。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２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的 录 入， 最 后 采 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
验， 多组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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