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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教育在职业病防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职业病的发生率逐年上

升，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产效率造成了严重影响[1]。职业

健康教育旨在提高员工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减

少职业病的发生和发展。通过系统的职业健康教育，员

工能够了解到工作场所潜在的健康风险及其预防措施，

从而在日常工作中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避免或减少职

业病的发生。职业健康教育也能够促进企业改善工作环

境和管理措施，提高整体职业安全水平。研究表明，进

行职业健康教育的企业，员工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职

业病发病率显著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员工的工作满

意度也得到提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单位2022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就职的86

名职工为研究对象，使用数字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分为2
组，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各43名，年龄22~56岁，均龄
（32.36±2.29）岁。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不作处理。

实验组：职业健康教育：①培训课程：定期组织培

训课程，内容涵盖职业病的种类、原因、预防措施及急

救知识。这些课程可以通过讲座、培训班和在线学习等

形式进行，确保员工能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②健

康检查：定期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以便及早发现和处理

潜在的健康问题。检查内容包括听力、视力、呼吸系统

和其他与工作相关的健康指标，确保员工的身体状况得

到有效监控；③风险评估：对工作环境进行风险评估，

识别潜在的职业病风险因素。例如，评估噪声、化学品

暴露和机械伤害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控制和管理；

④防护设备：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如耳塞、防护

眼镜、手套和呼吸器，并确保员工能够正确使用这些设

备。定期检查和更换防护设备，保持其有效性；⑤健康

宣传：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如海报、手册和企业内部网

站，宣传职业健康知识和防护措施，提高员工的健康意

识；⑥应急演练：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模拟各种可能的

职业病事故和突发情况，提高员工的应急处理能力和自

我保护能力；⑦反馈机制：建立健康教育反馈机制，收

集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职业健康教育的内容和

方式，确保其有效性和针对性。

1.3  观察指标
职业病发生率：颈椎病、腰椎病、视力问题和其他。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结果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27.0完成处理，

计数资料用（n，%）表示， 检验为检验差异性的方

法；检验依据以P < 0.05为标准，表示差异显著，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职业病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1。
表1 职业病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颈椎病 腰椎病 视力问题 其他 发生率（%）

对照组 43 3 5 4 8 53.49

实验组 43 1 2 1 4 81.39

6.226
P 0.034

3 讨论

职业病是指由于从事特定职业活动而引发的疾病。

这些疾病通常与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密切相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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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发病率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随

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职业病的发生情况逐渐

受到关注[2]。统计数据显示，某些高风险行业如采矿、建

筑和制造业中的职业病发病率较高。职业病的形成原因主

要包括工作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和长期暴露。常见的有害因

素包括化学物质、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和机械因素[3]。例

如，长期接触有毒化学品如石棉、铅或汞可能导致职业

病。高噪音环境下工作则可能导致听力损失。长期接触有

害粉尘或气体可能引发呼吸系统疾病。生物因素如细菌、

病毒和真菌也可能引发职业病。机械因素如过度的重复性

运动和不良姿势可导致肌肉骨骼系统的疾病。职业病的主

要表现形式因具体疾病而异。呼吸系统职业病如尘肺病通

常表现为持续咳嗽、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噪声性耳聋

表现为听力逐渐下降，尤其是在高频范围。皮肤病如接

触性皮炎表现为皮肤红肿、瘙痒、起泡和脱屑。职业性癌

症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体重下降、疲乏、出血等非特异性症

状。肌肉骨骼疾病则表现为疼痛、僵硬、运动受限等[4]。

职业病的发展可能对职工健康产生严重影响。首先，职业

病可能导致长期的身体健康问题，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

和工作能力。慢性病如尘肺病和职业性哮喘会逐渐恶化，

影响呼吸功能，严重时可能导致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职业

性听力损失可能影响到语言交流能力，进而对个人的社交

和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皮肤病的持续存在可能导致皮

肤损伤和感染，影响个人的外观和舒适感。职业病可能引

发一系列心理和社会问题。持续的健康问题可能导致精神

压力增加，进而引发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5]。职业

病患者可能面临工作能力下降，失去经济收入，进而影响

到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患者本身，还

可能对其家庭和社会造成负担。总之，职业病是由于工作

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引发的一类疾病，其发病率与行业和环

境有关。职业病的形成原因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表现形式

各异。长期的职业病可能对职工的身体健康、心理状态和

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措施，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与职业病防治的结合，对于保护

劳动者健康、提升企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职业健康

教育旨在提高员工对工作环境和健康风险的认识，帮助

他们了解如何预防职业病，并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职

业病防治则包括识别和控制工作场所的有害因素，进行

健康监测和改善工作条件[6]。两者的有效结合可以显著降

低职业病的发生率，提升整体工作环境的安全性。职业

健康教育是职业病防治的重要基础。通过系统的教育培

训，员工能够了解职业病的种类、症状以及预防方法。

教育内容包括对职业病的认识、工作环境的危险因素、

个人防护措施、急救知识和健康检查的必要性等。培训

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讲座、培训班、在线课程和实地演

练等，以确保信息的传达方式能够适应不同员工的需

求。这些教育活动可以帮助员工识别潜在的健康风险，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预防。例如，通过教育，员工能

够掌握如何正确佩戴防护设备、怎样避免长时间暴露于

有害化学品中，以及如何处理突发的健康问题[7]。通过这

样的培训，员工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显著提

升，从而减少职业病的发生。职业病防治则涉及对工作

环境的全面管理和改进。首先是对工作场所进行风险评

估，识别和分析潜在的有害因素，如噪声、化学品、粉

尘等。通过评估，可以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例如，

针对噪声污染，可以采取降噪措施和提供个人防护耳

塞；对于化学品的使用，可以改进通风设施和制定安全

操作规程。其次，企业需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以监测

员工的健康状况。健康检查可以帮助早期发现职业病的

迹象，并及时进行干预。通过对员工健康状况的持续跟

踪，可以评估职业病防治措施的效果，并进行必要的调

整和改进。在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和职业病防治时，还需

注重政策和法规的支持。各国和地区通常有相应的法律

法规来规范职业健康管理和职业病防治，企业需要遵守

这些规定，确保其措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8]。此外，政府

和相关机构应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如技术指导、资金

资助和政策宣传，帮助企业和员工更好地实施职业健康教

育和职业病防治措施。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和职业病防治的

效果不仅体现在减少职业病的发生，还能带来诸多积极的

影响。首先，提高员工的健康水平，可以显著减少因病缺

勤和医疗费用，从而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其

次，改善工作环境和员工健康状况，还能够增强员工的工

作满意度和忠诚度，减少员工流失率，促进企业的长期发

展。最后，良好的职业健康管理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

象，赢得公众和客户的信任和支持。职业健康教育与职业

病防治的有效结合，是保障劳动者健康和提升企业生产力

的重要措施。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员工能够提高对职业

病的认识和预防能力；通过科学的防治措施和健康监测，

能够改善工作环境，降低职业病的发生率。两者相辅相

成，共同推动职业健康管理的持续改进，最终实现员工

健康和企业发展的双赢局面。

为了进一步提升职业健康教育的效果，提出以下几

点改进建议：首先，应增加职业健康教育的覆盖面和普

及程度。现有的职业健康教育通常集中在大型企业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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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业，而中小企业和一些低风险行业的员工往往未能

获得足够的培训。建议扩大职业健康教育的范围，将其

覆盖到所有行业和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同时，应将职

业健康教育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中，确保所有新入职

员工都能接受培训，并定期进行复训，以跟上最新的健

康信息和防护措施。其次，需要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具

体风险，量身定制教育内容。不同的工作岗位存在不同

的健康风险，因此应根据岗位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教育

培训。例如，高噪声环境下工作的员工应重点学习噪声

性耳聋的预防措施，而化学品使用工人则需了解如何安

全操作化学品和应对化学品泄漏。通过定制化的培训内

容，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自我保护

意识。再者，提升教育培训的互动性和实用性是提高效

果的关键。传统的职业健康教育方式往往以讲座和教材

为主，可能存在内容枯燥、员工参与度低的问题。建议采

用更为生动的培训方式，如模拟演练、案例分析、角色扮

演等，让员工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如何应对各种健康风险。

此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
实（AR），可以提供更为真实的培训体验，使员工更好
地理解和记住预防措施。最后，企业应与外部专业机构合

作，共同提升职业健康教育的质量。专业机构如职业病防

治机构、科研机构等，具备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

为企业提供科学的培训方案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这些机构

的合作，企业能够获得最新的职业健康研究成果和最佳实

践，进一步增强教育的权威性和实用性。综上，通过扩

大教育范围、定制培训内容、提升互动性、进行效果评

估以及与专业机构合作，可以有效提高职业健康教育的

质量和效果，从而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提升企业

的整体安全水平。

综上所述，对职工开展职业健康教育能够降低职业

病发生率，对于保障职工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该方法值

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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