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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各项

决策部署, 加大职业病防治人才培养力度, 受福建省

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委托, 本中心于 2022 年 8 月

组织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面向全省基层职业病防治人

才的培训工作。 通过调查学员在职培训的现状及实际

需求, 分析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

响因素, 为今后开展相关培训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22 年 8 月参加福建省职业病防治人才

培训项目的 108 名学员, 来自 91 家单位。
1. 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电子问卷进行实名问卷

调查, 回收问卷 108 份。 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

情况、 既往培训情况、 期望的培训方式、 课程时间安

排、 教学方法、 师资、 培训效果评估等方面。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 0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描述, 计量

资料用 x±s 表示, 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男 55 人、 女 53 人, 年

龄 23 ~ 58 (35. 7±7. 74) 岁; 主要来自临床医学和预

防医学专业; 文化程度和职称以本科、 中级为主; 从

事职业病防治相关工作以 1 ~ 5 年者居多 ( 71 人,
65. 8%)。 调查对象所在单位以市级 (40. 7%) 和县

级 (53. 7%) 为主, 有 49 ( 53. 8%) 家单位成立职

业病防治相关科室; 来自医疗机构 47 人 (43. 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 人 (56. 5%)。 见表 1。

表 1　 2022 年参加福建省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学员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人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55 50. 9
　 女 53 49. 1
年龄 (岁)
　 23 ~ 35 65 60. 2
　 >35 ~ <50 36 33. 3
　 ≥50 7 6. 5
专业

　 临床医学 51 47. 2
　 预防医学 43 39. 8
　 其他 14 13. 0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下 16 14. 8
　 本科 84 77. 8
　 研究生及以上 8 7. 4
职称

　 无职称 9 8. 3
　 初级 35 32. 4
　 中级 43 39. 8
　 高级 21 19. 5
职业病防治相关工龄 (年)
　 1 ~ 5 71 65. 8
　 >5~ 10 25 23. 1
　 >10 12 11. 1
工作单位性质

　 医疗机构 47 43. 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 56. 5
工作单位所属级别

　 省级 6 5. 6
　 市级 44 40. 7
　 县级 58 53. 7
工作岗位

　 管理 7 6. 5
　 专业技术人员 101 93. 5

2. 2　 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现状　 76 名 (70. 4%) 培

训学员认为既往在职业病防治工作期间参加的相关培

训有很大帮助 (44. 4%) 及有些帮助 (25. 9%), 在

32 名认为毫无帮助的培训人员中有 18 人来自县级单

位; 获得职业病防治相关知识来源以本单位或上级单

位组织学习(73. 1%)为主, 主要培训形式为理论授课

(63. 0%), 师资主要为省级专家 (63. 9%)。 既往培

训最大的问题为培训内容单一、 次数少 ( 34. 3%)。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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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职业病防治人才既往培训情况

问卷内容　 　 　 人数 构成比 (%)

培训作用

　 很大帮助 48 44. 4
　 有些帮助 28 25. 9
　 毫无帮助 32 29. 7
培训方式

　 理论授课 68 63. 0
　 学术会议 8 7. 4
　 参观考察 31 28. 7
　 实践操作 1 0. 9
获得知识来源

　 本单位或上级单位组织学习 79 73. 1
　 工作实践积累 17 15. 8
　 学校教育 7 6. 5
　 自学 5 4. 6
师资

　 国家级专家 4 3. 7
　 省级专家 69 63. 9
　 本单位专家 2 1. 8
　 其他 33 30. 6
存在问题

　 内容单一、 次数少 37 34. 3
　 缺乏实际意义 13 12. 0

 

　 缺乏针对性 12 11. 1
　 形式枯燥乏味 15 13. 9
　 其他 31 28. 7

2. 3　 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需求

2. 3. 1　 培训目的及影响因素 　 108 名调查对象中有

49 人 (45. 4%) 培训需求程度为非常迫切, 参加培

训的目的以提升相关业务能力 (56. 5%) 及学习相关

专业知识 (28. 7%) 为主; 工作繁忙 (78. 7%) 为影

响培训开展的主要因素。 见表 3。

表 3　 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需求及影响因素

　 　 问卷内容 人数 构成比 (%)

影响培训的主要因素

　 工作繁忙 85 78. 7

　 单位不重视 10 9. 3

　 培训内容不能结合实际 13 12. 0

培训目的

　 成为师资 6 5. 6

　 提升相关业务能力 61 56. 5

　 完成任务 10 9. 3

　 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31 28. 7

培训需求

　 非常迫切 49 45. 4

　 有一定需求 55 50. 9

　 无需求 4 3. 7

2. 3. 2　 培训形式及效果评估　 在培训方式的选择上

以理论授课 (63. 0%) 为主; 课程时间的选择上有

61 名 (56. 5%) 学员选择短期半脱产学习; 教学方

法倾向以实践操作(53. 7%)和案例分析 (37. 1%) 为

主; 50 名 (46. 3%) 调查对象选择以现场操作作为

培训效果评估方式。 见表 4。

表 4　 培训方式、 课程时间、 教学方法、 培训效果评估方式

　 问卷内容 人数 构成比 (%)

培训方式

　 理论授课 68 63. 0
　 实践操作 1 0. 9
　 学术会议 8 7. 4
　 其他 31 28. 7
课程时间

　 短期半脱产 61 56. 5
　 学术会议 39 36. 1
　 长期脱产 8 7. 4
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 40 37. 1
　 实践操作 58 53. 7
　 小组讨论 1 0. 9
　 专家讲座 9 8. 3
培训效果评估方式

　 闭卷考试 18 16. 7
　 场景模拟 27 25. 0
　 动态评估 13 12. 0
　 现场操作 50 46. 3

2. 4　 影响培训的多因素分析　 以调查对象是否参加

过相应培训为因变量 (1 = 是, 0 = 否), 对调查对象

的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工作单位性质、 工

作单位级别、 所在单位有无成立相关科室、 是否重视

职业病防治工作、 是否专职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 参

加培训的目的等 10 个因子进行单因素变量分析 (P<
0. 05)。 经 t 检验和 χ2 分析, 将工作单位性质、 所在

单位是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 是否专职从事职业病

防治工作以及参加培训的目的 4 个因子纳入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为工作

单位性质 (OR = 4. 838)、 培训目的中的提升相关业

务能力 (OR= 7. 237)。 见表 5。

表 5　 影响调查对象参加培训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P OR (95%CI)

工作单位性质　 　 1. 577 0. 545 8. 379 0. 004 4. 838(1. 664~14. 070)

提升相关业务能力 1. 979 0. 727 7. 407 0. 006 7. 237(1. 740~30. 102)

　 　 注: 变量赋值, 工作单位性质, 医疗机构 = 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1; 参加培训目的, 完成任务= 1, 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 2, 提升相关

业务能力= 3。

(下转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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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专业知识和强烈的预防意识防患于未然。 因此, 在

教学中可以通过学生对生活环境可能发生的中毒隐患或

案例的分享, 提高教学成效,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中毒的剂量-效应关系

剂量、 剂量-效应关系和剂量-反应关系是毒理学

最重要的概念。 剂量-效应关系指有毒物质作用于生

物体时的剂量与个体出现特异性生物学效应的定量强

度之间的关系, 即毒物外暴露剂量、 内暴露剂量、 生

物有效剂量、 中毒剂量及致死剂量间的关系。 在教学

中重点讲解半数致死量(LD50)的概念, 通过动物实验

小视频, 使学生观察到随着染毒剂量的增加, 导致中

毒病情加重及致死率的升高, 深刻理解毒物达到一定

的剂量才可能中毒或致死, 剂量是引起中毒的关键要

素之一[3] 。 在通识课中讲解剂量-效应关系和剂量-反应

关系, 有助于学生了解一次少量接触毒物不一定导致中

毒。 我院中毒门诊就医的患者常被此类情况困扰, 如因

不慎打碎温度计担心汞中毒而引起焦虑, 进而导致失眠、
恐慌, 甚至抑郁的严重后果。 只有深入普及中毒的基本

知识, 方能避免 “疑病症” “恐毒症” 的发生。

5　 中毒的预防与处置

生活性中毒多由盲目偏信所谓的 “灵丹妙药” 造

成, 如服用网购偏方、 口服外用药、 长期服用养生丸致

多种重金属中毒, 还有家居中可能存在生活中毒物等。
任何途径吸收中毒均应就近处理, 尽快脱离毒物接触;
特别是出现身体不适应尽早就医, 采取彻底清洗皮肤或

洗胃等措施减少毒物的继续吸收, 使用驱毒特效药物加

速毒物的排出等。 在通识课教学中, 请学生分别扮演患

者和医生, 掌握常见急性中毒的应急处置方法, 尤其是

学会自我保护, 如发生刺激性气体或窒息性气体中毒事

件时, 应在做好个体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再予施救。
综上所述, 在生活中毒物通识课教学中, 应当将

毒理学知识作为讲授各类生活性毒物的基本要点贯穿

于整个教学过程。 认识到毒物的危害、 意识到生活中

可能接触毒物的机会, 有效预防中毒事件的发生。 群

体性中毒事件的现场处置非常关键, 通过通识课教学

使学生及广大民众了解最快、 最有效的处置方法是今

后科普教育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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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人才项目培训对象均为各单位的中青年业务

骨干, 参与培训的主观意愿及需求比较强烈, 大部分

以提升个人业务能力和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为主。 工作

单位的重视程度和主观提升相关业务能力是影响调查

对象参加培训的主要因素。
对既往培训情况调查发现, 调查对象获得职业病

防治相关知识以本单位或上级单位组织学习为主。 我

国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存在临床与预防学科相互分

离、 尚无独立设置的职业医学专业等实际问题[1] ,
从事职业病防治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在校期间未获得

全面系统的学习, 因此工作期间参加职业病相关知识

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符合调查对象参加培训的

需求意愿。
本次调查对象认为既往培训的最大问题是内容单

一、 次数较少, 对于今后的教学方法期望以实践操作

和案例分析为主, 并且更愿意选择有实践经验的讲师

进行授课。 提示在今后培训课程的设计中, 应在基本

理论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基础上, 加大实践操作的比

重, 并采用学员认可的 “案例分析” 的形式, 使理

论和实践有机融合, 将授课内容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

式传授给学员, 达到良好的培训效果。
由于基层疾控中心受人员编制的影响, 专业卫生

技术人员匮乏[2] 。 在今后培训过程中应灵活安排培

训时间, 在不影响培训对象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尽可

能采用短期半脱产的培训方式, 提升学员的参与积极

性。 通过创新培训方式, 做好培训的总结与考核工

作, 提升培训质量, 使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工作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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