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要的洗手设施�④现场采样监督执行�将持续的监测—反
馈—监测�用实际检测结果教育医护人员�使其了解洗手的必
要性及重要性�提高洗手依从性。时间不足是医护人员洗手频
率不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门诊在病人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医
师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洗手�有时连医疗记录也很难完成。为
此我们正准备配置快速手消毒剂或者消毒剂喷雾剂 （成都润兴
消毒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润肤型喷雾设计 ）�这是李桂芝等 ［8］

推荐的方法�使用喷雾剂�方便、实用、经济。能缩短洗手时间�
洗手的依从性将会明显提高�同时患者在接受检查或治疗时�
亲眼见到医护人员的洗手行为�增加了安全感。

洗手剂造成的皮肤问题：肥皂、洗手剂可造成皮肤角质蛋
白变形�降低角质蛋白水分的含量�使皮肤干燥、粗糙甚至皲
裂。据统计�有85％医护人员出现皮肤问题�25％的护士出现
皮炎的症状 ［9］。因此�洗手剂的刺激也是造成医护人员洗手依
从性差的主要原因�改进传统的肥皂洗手方法�寻找效果好、无
毒、无刺激性、并且具有润肤作用、又方便的洗手制品�这对于
提高洗手依从性及洗手频率�促进手卫生质量和洗手合格率具
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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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必须具有全面发展的体能、健壮
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体育教师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

有脑力结合体力的双重性。工作环境相对较差�日晒雨淋�需
要跟学生更多的互动�在运动中完成教材内容�实施教育功能。
只有很强的体能和健壮的身体�才能保证完成各种运动项目的
示范任务。而且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备课�上课�课外辅
导�组织各类竞赛�完成科研�必须具有很好的体力、精力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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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况且体育教师健壮的体魄是鼓舞学生热爱体育积极锻
炼最大的动力源泉�也最具说服力。但职业特点使他们承受了
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也影响到了自身的健康�从而影
响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体育工作 ［1］。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甘肃省某高校2009年在职体育教师28名�其
中男性22名�女性6名�平均年龄35．5岁。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发出调查问卷 28份�收回有效问卷 28
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2．2　数据统计法　对回收问卷及某高校2008、2009年教职
工体检结果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1．2．3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及某高校某年教职工
体检结果资料。

2　结果
2．1　教师身体健康状况　本次调查某高校体育教师对自身健
康的评价�感觉 “很好 ”者占27．3％�感觉 “不太好 ”者与 “经常
生病 ”者占11．3％�感觉 “一般 ”者占61．4％。教师的患病情况
见表1。

表1　甘肃省某高校体育教师健康状况
患病种类 所占比例 （％ ）

皮肤病 10∙7
超重或肥胖 35∙7
慢性咽炎 40∙0
胃肠疾病 17∙9
高血压 14∙3
近视、弱视 42∙9
有运动损伤史 90∙0
有运动损伤后遗症 60∙0

　　在调查的28名高校体育教师中�有皮肤病或皮肤病病史
者3人 （10．7％ ）�其中男1人�女2人�以日光性黑斑�日光性
皮炎及皮肤湿疹最为常见；消化系统疾病包括急慢性胃肠炎和
胃溃疡、胆囊炎、胆石症、脂肪肝等疾病 ［2］。本调查显示�该校
教师以胃病和慢性胃肠炎为主�占17∙9％。每年患呼吸道疾病
2次以上的人数达8人 （28．6％ ）�以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咽
炎、急慢性支气管炎为主。肥胖和超重者10人 （35．7％ ）�其中
肥胖5人 （男性 3人�女性 2人 ）�血压偏高或较高 4人
（10．7％ ）。由于职业特点�90％以上教师曾受过较重损伤�60％
以上教师具有慢性损伤或损伤后遗症。
2．2　教师工作强度　体育教师属于半体力半脑力劳动者�表2
显示�体育教师每天平均体力活动都在2ｈ以上�有时1天高达
5ｈ�60％以上的课程和活动都在室外�平均日照时间4ｈ／ｄ�他
们的身体健康也更易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另外�大量的理论学
习与备课�繁重的科研任务都要占用教师大量的课外休息时
间�这无疑也会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健康。

表2　甘肃省某高校教师的工作强度
工作内容 工作强度

平均授课 13∙6课时／周
实践备课 3课时／周
平均日照时间 4ｈ／ｄ
理论备课时间 3课时／周
课外辅导 2课时／周
人均科研任务 14篇省级刊物／ａ

2．3　教师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情况　表3、表4显示�40岁以下
男性教师主观感受压力很大的比例较高�实际工作任务也较重。

40岁以下男性教师89．5％每周授课8次 （16学时 ）以上�
86．7％的教师无住房�73．3％的年轻教师完成不了科研任务�
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这也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
他们的健康。相比40岁以上中老年体育教师大多数已有稳定
的家庭、住房和一定的物质基础�多年的体育教学工作使他们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体育科研方面�大多数教师都已硕
果累累�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稳固�社会因素对他们的冲
击较小�工作氛围相对宽松 ［3］。

表3　甘肃省某高校体育教师不同性别和年龄组
的职业及生活压力的主观感受 （％ ）

男 女 40岁以下 40岁以上
工作压力较大 90 60 90 80
生活压力较大 70 15 92 10

表4　甘肃省某高校教师每周授课情况 （人 ）
次数 男 女 40岁以下 40岁以上

　≥8次 16 3 17 2
　　6次 1 1 0 2
　　5次 2 2 0
　　4次 1 1 1 1
　　3次 1 1
　　2次 1 1
　　1次 1 1

3　讨论
高校体育教师健康状况总体上是乐观的�但仍存在隐患。

张晓刚报道�职业特点使得大多数教师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咽炎等职业疾病 ［4］。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压力大�心理负担过
重。40岁以下的中青年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院系师资培养的
重点目标�要求他们努力提高学历与水平．此外�激烈的竞争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微
妙 ［5］。在承受工作压力的同时�他们还要承担诸如住房、物质
积累、子女教育、家庭关系等因素带来的压力�无疑使高校中青
年体育教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职业特点及个人习惯致使部
分教师存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诸如运动有时超量�过度疲劳�
有时则缺少科学锻炼和暴食暴饮、酗酒、吸烟、熬夜等 ［5］。
　　为了改善高校体育教师的健康状况�笔者建议：①加强健
康普查和健康知识宣传力度�倡导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行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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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为有效减轻中青年体育教师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更好地
投入工作和学习中�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中青年教师的心
理健康教育和社会适应教育�如给予中青年教师更多的关怀�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改进工作条件�鼓励教学创新。②增
加青年教师学习交流的机会�使教师之间多一些沟通和了解�
使他们努力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同事
和师生关系�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使他们得到更多直
接来自教学过程的奖励；给予青年教师更多自主权。③建立健
全体育教师健康保障体系。目前�甘肃省高校教师健康普查活
动一般为2年 1次�普查的内容虽较为全面�但是否参加却取
决于教师自己�学校没有发挥监管作用�导致一些教师不能及
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延误病情。所以�学校应对教师的健
康普查活动实施有效监管�并继续加强和完善健康普查内容�
加大宣传健康知识的力度�倡导健康饮食概念�鼓励教师多参
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休闲活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睡
眠习惯�这对有效提高体育教学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④加
强现代化教育手段�减轻教师体能透支。教育教学手段多样
化�由原始的肢体示范向现代的如各种观摩、多媒体教学等转

变。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增加休闲类、健身类体育课程�
减少竞技性很强的课程�实现体育教育可持续发展。⑤改善教
学环境�拓展室内教学场地�调整上课时段�给教师增加必要的
劳保�如耳麦、夏季的防晒霜、冬季防寒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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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九届职业与健康学术研讨会暨编委会会议纪要
（2009年11月 ）

　　为适应我国生产建设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预防医学事业和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积极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并值此 《职业与健康》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 《职业与健康》编委会工作计划�《职业与健康》编辑
部于2009年10月21～25日在江西省九江市召开了＂全国第九届职业与健康学术研讨会暨编委会会议＂。
　　会议开幕式隆重热烈�会议由 《职业与健康》杂志编辑部主任张军主持。首先�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肖云主任代表九江市
卫生局和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对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代表表示热
烈地欢迎。并就九江市的概况和预防医学发展情况作了生动和详实地介绍。编委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刘克俭教
授、《职业与健康》常务总编张印德教授分别代表 《职业与健康》编委会和 《职业与健康》总编辑王撷秀教授致词祝贺�对给予研讨会
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主办单位＂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华预防医学会＂以及期刊协办单位的各位领导�以及全国各有关单位的
专家和同道们表示由衷地感谢。本届研讨会参会代表来自台湾、湖北、吉林、广东、四川、江苏、湖南、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及自治
区的疾控及职防机构、劳动保护与劳动安全机构、医疗机构、相关大专院校、厂矿企业安技等专业领域相关技术人员、《职》刊编委
（顾问 ）等共计80余位代表与会。
　　研讨会特聘请在其专业领域享有很高威望和专业造诣、长期从事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的专家、教授作学术报告。共6位专家
教授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分别为北医三院赵金垣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邹昌琪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刘克俭教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卓宝教授、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黛莉教授和台湾成功大学公卫所陈美霞
教授。赵金垣教授、邹昌琪教授、刘卓宝教授、刘黛莉教授、刘克俭教授和陈美霞教授的授课题目分别是：《化学性急性肺呼吸窘迫
综合征临床研究进展》、《二氧化硅与致病性》、《职业与健康在预防医学进展中前进 （国庆 60周年预防医学及 《职业与健康》顾
瞻 ）》、《职业卫生监测检验相关标准的要点》《职业倦炱研究与展望》、《以两岸研究合作来丰富两岸及世界职业安全卫生事业：以＂
工人参与＂研究为例》。内容涉及有关化学中毒及环境有害因素监测技术、厂矿企业建设及扩建工程的卫生学评价及防治技术、厂
矿企业职业危害防治方法与技术、职业流行病学和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与职业相关疾病或新危害因素的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有关
医学科技论文撰写的标准规范及要求等�充分体现其专业性、实用性、学术性特色。代表积极与各位授课的专家教授就专业问题进
行互动交流�教学双方一致认为研讨会为广大同道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台�都感到收获颇丰�圆满完成继教任务。会议中�参
会的代表还相互进行了学术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建立友谊。
　　 会议期间�组织召开了 《职业与健康》编委会会议和华东编委会议。编委们对 《职业与健康》自改版以来的编辑出版工作表示
满意�充分肯定了编辑部了工作成果。就2010年 《职业与健康》编委会的工作和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了广泛地讨论�集中就如
何巩固和开发作者群、如何进一步发挥编委的工作积极性、如何与职业卫生及预防医学工作结合�特别是如何与基层的各项工作相
结合�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编委会责成编辑整理和积极落实编委的意见和建议�在2010年的编辑出版工作逐步开展和落实�
并与编委们加强沟通和联系。
　　 会议如期胜利闭幕�与会的各位专家、教授和代表一致表示将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好 《职业与健康》这一学术平台�使 《职业与
健康》杂志更好地发挥好纽带和桥梁作用。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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