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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健康促进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ＷＨＰ） 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从企

业干预、 支持性环境、 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采取的一

系列干预措施， 改善劳动者作业条件和不良生活方

式， 提高劳动者职业生命质量［１］。 为探索开展企业健

康促进工作的模式， 提高劳动者对职业病危害因素和

职业卫生的认识， 本课题组选取南京市某健康促进试

点企业， 开展为期 １ 年的综合性干预措施并且评价干

预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 调查南京市某企

业所有员工。 纳入标准： 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的所有企

业员工。 剔除标准： 拒绝参加本次调查、 其他原因不

能完成调查表、 调查问卷缺项率超过 ５％。 本次研究

干预前共发出调查问卷 ３６３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３５０
份， 有效回收率 ９６ ４％； 干预后共发出调查问卷 ３６３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３４４ 份， 有效回收率 ９４ ８％。
１ ２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 《健康促进企业试点

项目基线调查表（一）企业情况调查表》 及 《健康促

进企业试点项目基线调查表 （二） 员工情况调查

表》 ［２，３］， 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
健康教育情况、 健康知识认知情况、 职业卫生需求、
职业紧张问卷等。 其中职业紧张问卷由 ＭｃＬｅａｎｓ 《工
作紧张调查表》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ｓ 《普通健康问卷》 组成，
《工作紧张调查表》 分为职业紧张因素、 应付能力和

工作满意感三部分共 ４４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１ ～ ５
分 ５ 级评分制， 应付能力得分≥６０ 认为应付能力弱，
工作满意感得分≥４５ 认为工作满意感差， 紧张因素

得分≥３６ 认为职业紧张程度大。 普通健康问卷由 １２

个条目组成， 量表采用 １～４ 分 ４ 级评分制， 总分 ４８，
总得分≥２７ 判断为精神卫生异常。 干预结束后对研

究对象采用 《健康促进企业试点项目基线调查表

（二）员工情况调查表》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员工）满
意度调查问卷》 总体评估员工满意度及干预策略与

效果。
１ ３　 干预方法　 针对企业及员工前期基线调查存在

的主要问题， 依据企业和员工共同受益的健康发展原

则制定健康促进干预方案。 （１） 组织保障： 成立企

业健康促进工作领导小组， 保证健康促进工作的推进

及专项经费的落实。 （２） 鼓励政策： 将健康促进干

预措施细化目标分解为三个阶段、 ８ 个可衡量考评的

具体工作指标， 通过指标和数据对健康促进工作进行

考评和奖励。 （３） 管理创新： 建立系统的职业健康

管理体系， 形成以完善的制度为基础， 健全的培训教

育为核心， 全面的健康体检和危害因素检测为抓手，
丰富的可视化宣传为依托的全方位覆盖的健康企业管

理模式。 （４） 支持性环境： 定期进行职业危害监测

并公示结果， 设置职业卫生安全健康宣传栏及现场急

救知识宣传展板， 创建健康食堂， 定期开展控烟活动

等。 （５） 职业卫生服务： 规范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

准， 定期组织职业健康体检， 完善员工健康监护档

案。 （６） 健康教育： 定期开展职业危害因素防护和

应急救护培训， 建立心理咨询室， 对员工进行心理调

节和排解， 对职业紧张等心理问题进行干预。 （７）
发展个人技能： 组织开展工间操比赛， 组织设立了各

类文体协会， 鼓励员工健康运动的同时形成良好的运

动健身习惯。 （８） 实用工具研发： 课题组设计制作

了六大类健康教育宣传手册， 建立员工体检档案手机

查询系统， 与企业合作建立健康跑道及手机运动健康

平台， 鼓励员工利用碎片时间开展有效运动。
１ ４　 质量控制　 统一培训问卷调查员和审核员， 采

用面对面集中自填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由审核员现场

核对后统一回收。
１ ５　 统计分析 　 将所得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 表示， 计数资料用％表

示， 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若 Ｐ＜０ ０５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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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点数

１９０ 个， 设置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其中专职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 ２ 人、 兼职 ７ 人。 近 ３ 年职业卫生投入经费

１２０ ８４ 万元， 其中用于职业卫生监测 ３４ ７４ 万元， 职

业健康体检 ７７ ５０ 万元，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经费总额

２５１ ９６ 万元， 健康促进经费投入总额 ２０３ １０ 万元。
２ ２　 员工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男 ３２３ 人、 女 ２７
人；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１７ 人、 未婚 １２２ 人、 离异 １１
人；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６ 人、 高中 ２０３ 人、 大

学及以上 １３１ 人； 月收入， ＜３ ０００ 元 ６３ 人、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元 ２２７ 人、 ＞ ５ ０００ 元 ６０ 人； 流动员工 ９６ 人、
非流动 ２５４ 人。
２ ３　 职业卫生情况　 干预后参与工伤保险和进行职

业健康体检的人数均有所增加，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在工作时间、 对现有

劳动条件满意、 工业岗位设置职业危害因素警示标

识、 企业发放个人防护用品和按要求佩戴个人防护用

品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干预前后员工职业卫生情况比较 人（％）

职业卫生情况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值 Ｐ 值

参加工伤保险 ３０７ （８７ ７） ３２２ （９３ ６） ７ ０９１ ０ ００８

参加职业健康体检 ３１５ （９０ ０） ３３６ （９７ ７） １７ ５８０ ＜０ ００１

每周工作天数（ｄ） １１ ６５０ ０ ００３

　 ≤５ １３８ （３９ ４） １８０ （５２ ３）

　 ６ ２０９ （５９ ７） １６２ （４７ １）

　 ７ ３ （０ ９） ２ （０ ６）

每天工作时长（ｈ） １４ ２４９ ０ ００３

　 ≤８ ９４ （２６ ９） １３５ （３９ ２）

　 ９～１０ ２３０ （６５ ７） １９４ （５６ ４）

　 １１～１２ １９ （５ ４） １３ （３ ８）

　 ＞１２ ７ （２ ０） ２ （０ ６）

对现有劳动条件感到满意 ２７０ （７７ １） ３１２ （９０ ７） ２２ ５６１ ＜０ ００１

工作岗位设置警示标识 ／ 说明 ２０２ （５７ ７） ２７６ （８０ ２） ３９ ９９３ ＜０ ００１

认为作业岗位需要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２６９ （７６ ９） ３０８ （８９ ５） １８ ９９９ ＜０ ００１

企业发放个人防护用品 ３１３ （８９ ４） ３３２ （９６ ５） １２ ２０６ ＜０ ００１

按要求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２８１ （８０ ３） ３３２ （９６ ５） ４２ ３０６ ＜０ ００１

２ ４　 健康知识认知情况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对职业

卫生知识的认知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对健康知识与生活方式的知晓率均有所提高 （Ｐ ＜
０ ０５）； 吸烟人数以及饮食口味和偏好无显著改变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表 ２　 干预前后员工健康知识认知情况 人（％）

健康知识认知情况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值 Ｐ 值

知晓 《职业病防治法》 ７ ２２５ ０ ００７

　 是 ５５ （１５ ７） ８２ （２３ ８）

　 否 ２９５ （８４ ３） ２６２ （７６ ２）

正确理解职业病 ３４ ７０４ ＜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９ （５９ ７） ２７６ （８０ ２）

　 否 １４１ （４０ ３） ６８ （１９ ８）

认为职业病可以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 ３１ １２６ ＜０ ００１

　 是 ２９０ （８２ ９） ３３０ （９５ ９）

　 否 ６０ （１７ １） １４ （４ １）

了解职业危害因素侵入途径 ２０ １９９ ＜０ ００１

　 是 ３０５ （８７ １） ３３２ （９６ ５）

　 否 ４５ （１２ ９） １２ （３ ５）

自觉身体健康状况 ２９ ４１８ ＜０ ００１

　 好 ８９ （２５ ４） １４２ （４１ ３）

　 一般 ２２５ （６４ ３） １９２ （５５ ８）

　 差或非常差 ３６ （１０ ３） １０ （２ ９）

吸烟 ０ ２４５ ０ ６２０

　 是 １５２ （４３ ４） １４３ （４１ ６）

　 否 １９８ （５６ ６） ２０１ （５８ ４）

每周锻炼次数 １０ ７２５ ０ ０１３

　 无 １６２ （４６ ３） １２０ （３４ ９）

　 ≤３ １４２ （４０ ６） １６８ （４８ ８）

　 ４～６ ３６ （１０ ３） ３８ （１１ ０）

　 ＞６ １０ （２ ８） １８ （５ ２）

每周进食早餐次数 ６１ ４８７ ＜０ ００１

　 ０ ３９ （１１ １） ６ （１ ７）

　 ＜４ ７５ （２１ ４） ２４ （７ ０）

　 ≥５ ２３６ （６７ ４） ３１４ （９１ ３）

饮食口味 ０ ７１３ ０ ７００

　 偏咸 ６４ （１８ ３） ６１ （１７ ７）

　 一般 ２３２ （６６ ３） ２３７ （６８ ９）

　 偏淡 ５４ （１５ ４） ４６ （１３ ４）

饮食偏好 ２ ２８９ ０ ３１８

　 油腻 ３８ （１０ ９） ２６ （７ ６）

　 一般 ２５２ （７２ ０） ２５５ （７４ １）

　 清淡 ６０ （１７ １） ６３ （１８ ３）

知晓健康的正确定义 ３３２ （９４ ９） ３３６ （９７ ７） ３ ８１９ ０ ０５１

知晓成年人正常血压范围 １９６ （５６ ０） ２５４ （７３ ８） ２４ ２１２ ＜０ ００１

知晓高血压可无明显症状 １４６ （４１ ７） １８０ （５２ ３） ７ ８４３ ０ ００５

认为吸烟有害健康 ３３５ （９５ ７） ３４２ （９９ ４） ９ ９６２ ０ ００２

知晓高血压、 冠心病等慢性病的预防方式 ２２５ （６４ ３） ２６３ （７６ ５） １２ ３０６ ＜０ ００１

知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８８ （２５ １） １２１ （３５ ２） ８ ２９５ ０ ００４

２ ５　 职业心理健康情况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在职业

紧张程度、 工作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感和精神卫生方

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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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干预前后研究对象职业心理健康状况 人（％）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值 Ｐ 值

职业紧张程度 １３ ４１４ ＜０ ００１
　 大 １２７ （３６ ３） ８１ （２３ ５）
　 小 ２２３ （６３ ７） ２６３ （７６ ５）
工作应付能力 ９ ７８４ ０ ００２
　 弱 １６４ （４６ ９） １２１ （３５ ２）
　 强 １８６ （５３ １） ２２３ （６４ ８）
工作满意感 ５ ９６０ ０ ０１５
　 弱 ３７ （１０ ６） １９ （５ ５）
　 强 ３１３ （８９ ４） ３２５ （９４ ５）
精神卫生状况 ４ ６０８ ０ ０３２
　 异常 １７７ （５０ ６） １４６ （４２ ４）
　 正常 １７３ （４９ ４） １９８ （５７ ６）

３　 讨　 论

本课题组开展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后， 企业员工参

加工伤保险人数和职业健康体检人数均有所提高。 企

业通过改善职业卫生防护条件， 按时配发并督促员工

更换个人防护用品， 加大工作环境和公共场所的职业

危害防护宣传力度， 员工对现有劳动条件满意度较干

预前大幅上升， 员工认为需要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并且

按要求佩戴的人数均较干预前有所增加。 同时通过优

化作业环境， 改造陈旧设备， 改善工作制度等措施，
员工每周工作≤５ ｄ 和每天工作≤８ ｈ 的人数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 说明推行工作场所健康促进需要每位员工

的参与和观念的转变［４］。
干预后员工的职业卫生知识和健康知识的知晓率

得到了普遍提高， 同时也在逐渐改变不良的日常生活

方式。 从健康知识到健康行为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５］， 并非短期内可见明显成效。 本研究干预前后员

工的吸烟人数、 饮食口味和偏好并无显著改变。 因

此， 除了加强员工个体的健康责任意识外， 仍需要不

断地建立、 改善、 维持好前期支持性环境和政策， 才

会发生长远的改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干预后员工希望了解作业场

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企业提供个人防护用品以

及参加职业健康体检的需求显著提高， 说明课题组开

展的一系列干预措施得到了员工的普遍认可。 全员参

与是健康促进活动的重要原则， 强化 “每个人都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有助于促进 ＷＨＰ 项目的有效

推进［６］。 健康促进是一项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战略， 需

要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采取正确的政策引导并且充分

调动企业积极性， 而企业应加强对员工健康保护意识

以及对健康促进可持续性工作的认识， 加大职业卫生

方面的投入， 将健康促进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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