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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与健康 

（一） 工作有益健康 

大多数人认为工作有益于身心健康，许多人认为他们

能够从工作中享受到乐趣。除经济收入外，工作还为个人

提供了展示创造性、开阔眼界的机会。多数人认为工作体

现了其自身的价值，认为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很

多研究表明，同无业人群相比，普遍存在亚健康现象。当

工作场所既安全又卫生时，工作对健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工作对健康不利的方面 

在某些情况下，工作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我们知道，

在有害条件下工作能够引起各种疾病。比如，当人们从事

粉尘工作的时候，就必然会暴露在粉尘中，粉尘能够导致

肺部疾病（例如尘肺）以及增加结核病的危险。如今，工

作条件普遍有了改善，但世界各地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劳动

当工作与人类的目标、能力、限度完全适合，以及当职业

健康危害受到控制的时候，工作常起到促进身心健康的作用。 

                 

 

       ——《世界健康杂志》 



者暴露于粉尘中，这些劳动者将有可能发生肺部疾病。 

 

 

 

 

 

 

另外，普遍存在于工业生产中的噪声能引起噪声聋。

值得注意的是，长时间暴露于低噪声环境中也会导致耳聋。 

噪声暴露不仅发生在作业场所，同样可来源于低音量

的音乐，如迪斯科、卡拉 OK 以及立体声随身听。这些非

职业性的噪声源将加重噪声性耳聋的发生。   

欧洲提高生活及工作条件基金会 1992 年公布的报告

中提到：劳动者中对组织约束的抱怨，尤其是对促使压力

增加的组织约束的抱怨比例，要高于对体力约束方面抱怨

的比例。 

1991 年对 12 个国家的近 12，500 名劳动者的调查中

发现： 

 42%的劳动者认为他们的健康受到工作的影响。 



 40%的劳动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出事故的危险性较大。 

 25%的劳动者同时关注健康和安全。 

 27%的劳动者在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中使用有潜

在危害的设备或仪器。 

 84%的人认为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在他们国家中常见或

很常见。 

 14%的劳动者说他们已经被有资格的国家机构确定为

工伤事故或者患有职业病。 

（三）工作压力 

现代社会的工作同日益增长的心理压力程度息息相

关。1990 年对美国数千名劳动者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

劳动者都提到了工作负担过重，每天下班后精疲力竭。假

若不能适当缓解、释放心理压力，那么相关的诸多疾病，

如心脏病、心理疾病以及精神病的患病危险会提高。  

有研究表明，在年轻人中，长时间不间断地工作或同

时做两份工作常会诱发心脏病。据对新加坡的两家银行中

男性职工的对比调查显示，其中一家工作程序严格、高效

的员工，患心脏病的概率几乎是另一家银行员工的二倍。 

 



 

 

 

 

 

（四）职业病 

目前我国职业病防治的形势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接

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超过 2 亿，分布在 30 多个行业。

自上世纪 50 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以来，截止到 2004 年我

国累计报告尘肺病人已达 58 万多例，其中死亡 14 万多例。

目前，现存尘肺病人 44 万多例，每年因尘肺病死亡约 5000

例，新增尘肺病约 1 万例。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

产性农药中毒近 3 万例，死亡约 1500 例。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地方出现了“尘肺村”、“中毒村”、“癌症村”。因职

业病返贫、致贫的情况在农村时有发生。职业病问题已经

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同时也给国家

和地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全

球职业伤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占 GDP 的 4%。 

（五）工作相关疾病 



当今医学界认同“工作不但会引起疾病，而且会使已

有疾病进一步恶化”的观点。工作能够影响到很多疾病的

治疗、病程及康复。 

对与工作相关疾病来说，工作环境是诱发其发生的重

要原因。它比由工作导致的职业病更为常见。表 1.1 列出

了职业病、工作相关疾病以及普通疾病的对比数据。 

 

 

 

 

 

 

 

与工作相关疾病，如腰背痛就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

计，有超过半数的职业人群在其职业生涯中出现过腰背痛

现象。 

表 1.1       职业病、工作相关病症以及普通疾病 

职业病 工作相关疾病 普通疾病 



腰背痛常与职业因素有关，如不舒适的工作姿势、负

重工作、繁重的手工劳作以及设计不合理的机器设备。然

而，像手工劳作这样的活动也会发生在工作之外，如家中、

业余活动中等等。这种非职业性因素也是导致腰背痛，或

使腰背痛加剧的重要原因。 

原因 

主要由工作引起 

 

工作是导致这类疾病的

重要原因之一 

 

工作不会导致这些

疾病 

涉及人群 

职业人群 

 

与工作相关人群 

 

任何人 

举例 

化学中毒 

职业危害如有害粉尘

导致的疾病（如尘肺） 

 

腰背痛 

  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关节炎 

  癫痫 

发生 

不常见 

可获赔偿 

 

相当常见 

 

很常见 

预防 

通过控制作业场所条

件可以防治 

对工作是否有影响 

有 

 

通过控制作业场所危害

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 

 

有 

 

有时能够通过改变

生活方式来调节 

 

有 



（六）工作中的事故及伤害 

每年有多起工伤事故发生，这些事故通常导致伤害，

严重者导致死亡或终身残疾，这些严重事故主要频发于矿

山、建筑行业及造船工业。 

           

     

 

 

一些发达国家事故及伤害发生率都非常低的成功例

子表明，许多工伤事故和疾病（尤其是职业病）是可以避

免的。 

 

 

 

 

许多伤害事故和疾病都是可以避免的 

（七）身体健康状况对工作的影响 

很明显，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工作，劳动者在上

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工作事故的统计 

·每年大约有 20万名劳动者死于工伤事故 

·1亿 2千万劳动者受伤或致病 



岗前必须进行体检,以确定其是否适合从事某一特殊工作。

健康监护人员应该对所从事的工作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见表 1.2）。 

表 1.2    职业与身体健康状况对工作及生命安全的影响 

 

劳动者身体的不健康可以多种途径影响其工作，如一

个患有流感或结膜炎的劳动者在疾病的传染期内继续工

作，有可能把疾病传染给同事，尤其（是）在人员密集、

通风不良的作业场所。 

劳动者身体的不健康还可通过其他途径对其同事造

成威胁。如操纵可活动机械或高空作业的劳动者，当他

们疲劳时是不允许工作的，因为疲劳可能是疾病本身或

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引起的。如果坚持工作，操作的设备

职  业 健康状况 

机动车司机、机械操作师 

如：航行器、船、公共汽车 

导致意识突然丧失的任何疾病，如

癫痫、心脏病、糖尿病、昏迷、 药

物导致的嗜睡 

厨师 腹泻、霍乱、肝炎、痢疾等                                                                                                                                                         

健康防护人员 传染病，如艾滋病、肝炎、非典型

性肺炎 

在装配线上以及拥挤的作业

场所工作的劳动者 

流感，结膜炎 



很可能会失控而伤及他人，或者可能使劳动工具从高空

落下，伤害下面的劳动者。 

亚健康状态的劳动者可能对公共场所的人员的健康

造成影响。如一名公交车司机突然发生意识丧失，将对乘

客以及路人造成危害。再如一名患有传染性肝炎的厨师，

也将会给顾客的健康造成危害。 

二、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疾病的改变 

（一）工作方式的变化 

工作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发展处于初级阶

段的社会，主要的就业岗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农业和

采矿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工

业化国家，农业的比重开始下降，高科技和服务业的比重

逐步增加。 

（二）生活方式的变化 

现代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已经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营养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如不合理的膳食和运动减少。

另外，儿童肥胖问题亦日趋突出，目前营养过剩已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吸烟是引起许多疾病的危险因素。目前年

轻人和未成年人吸烟者日益增多，尤其是年轻女性吸烟呈

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嗜酒者和吸毒的人数日趋增加。 

随着机动车的增多，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是伤害和死亡

的一个最常见原因之一。 

当今，家庭结构日趋缩小，典型的家庭的只是一个子

女的三口之家，父母都在工作，担负着职员和家长的双重

角色，尤其是职业妇女还肩负着家务劳动的重担。 

（三）老龄化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社会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达 7%时，这个社会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2000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已达 7.13%，我国已经进入人

口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统计学推算，到 2010 年，这一

人口将突破 1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8.38%；到 2020 年，

老龄人口将超过 1.5 亿，占 10%以上；到 2030 年，这一

人口将超过 2.5亿，占总人口的 16%。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21 世纪我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

题。老龄化现象导致下列趋势： 



（1）医疗费用增加 

由于老龄人患慢性病和伤病概率的增加，同时，医疗

费用随着新技术和医疗设备的增加而上升，导致医疗费用

也随之上涨。 

（2）人力资源的流失 

老龄化能从各个方面影响工作，因老龄和疾病而离岗，

结果使有价值的人力资源流失。  

老龄劳动者的优点是工作经验丰富。例如，在市场营

销、产品信息、技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比年轻劳动者更

有优势（见表 1.3）。 

 

 

 

 

 

 

表 1.3    老龄劳动者的特点 

 

1． 工作能力下降 

体力的下降比精神下降要快得多 

2． 健康状况差 

患心脏病、糖尿病、肌肉疼痛、关节炎及癌症等疾

病的可能性更大。 

3． 缺勤率高 

事故率虽较低，但性质较严重。 

4． 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接受和适应能力较差 

5． 可能会因年龄而受歧视 



（四）疾病谱的改变 

目前我国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我国正

步入老龄化年代：女性的寿命平均为 74岁，男性为 70岁。

在疾病谱中，癌症类型发生了转变，胃癌、肝癌和食道癌

发病率有所降低，而结肠癌，肺癌、前列腺癌发病率增高。 

需指出的是， 应尽早发现癌症，早期癌症是可治愈

的。应采取多种措施早期发现病人，例如针对妇女乳腺癌

的巴氏涂片和乳房X射线照片。一些癌症与生活方式有关，

例如吸烟可导致肺癌等。 

心脏病是导致死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冠心病的多种

危险因素是可改变的，如饮食、吸烟和缺乏锻炼都是危险

因素，但它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变，健康的生活

方式可降低冠心病的发病危险。另外一些危险因素是不能

改变的，例如家族病史或者遗传基因引起的心脏病是不能

改变的。我们应该尽全力去避免或者改变那些可控制的危

险因素。  

传染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然而，新的传染病又

出现了，如艾滋病，以及近年来的 Nipah病毒，冠状病毒

引起的“非典”，H5N1 型病毒导致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这些新发传染病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威胁。 



（五）信息技术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起，个人计算机和信息技术(IT)

开始在家庭和作业场所普及；20 世纪 90 年代，多媒体计

算机和因特网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现在已生活在一个信

息时代！   

先进的技术使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得到

极大提高，使需要耗费很多体力和重复性的工作变得更加

容易。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在家或者通过计

算机站点工作已经变得很普遍，开始从办公室的全时劳动

转为计时劳动。 

长时间使用计算机会引起颈，肩部，上肢，手腕以及

腰背部的肌肉疼痛，眼睛疲劳和头痛。针对上述问题，我

们应尽可能正确选择和放置设备和办公用俱,工作中适当

休息，做做保健操，以降低患病危险。 

（六）24小时社会 

现代生活已使人们生活在一个 24 个小时的社会中。

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总会有人在工作，这就要求其它服

务的支持，例如运输和食品，医疗和警卫及其他服务。  

由于 24 小时工作，就产生了倒班现象，大约有三分



之一的劳动者需做倒班工作，结果打乱了正常睡眠的节奏。

由于睡眠不规律，倒班劳动者很多患有失眠症、心脏病、

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并易出现工伤事故。 

 

 

 

 

 

大多数倒班劳动者为适应工作需要调整作息规律。通

常，调节作息时间能够帮助适应倒班的过程。一般说，身

体好的人比身体差的人更能适应倒班工作，也有少部分人

根本无法适应倒班工作。 

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重要的，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使员工认识自身工作的特殊性，了解工作中所接触到

的物质对健康是否有影响，提高其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

识。员工有权利得到健康保护以避免发生伤害和因工作引

起的疾病，争取更健康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用人单位有

义务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和有效的个体防护用品。



如果不能完全消除或降低工作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个体

防护用品的使用应该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和最后的保护措

施。 

健康的生活方式结合体育锻炼、健康心理、良好习惯，

对保护健康、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十分有益！ 

不良的生活方式，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如癌症和心

脏病，都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因此要从年轻时代起就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员工的关爱应该体现在关注他们工作与健康上。例

如，管理者和医生要知道员工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如何

有效地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