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在职职工的培训
。

使

用安全培训计划时
,

重要的是应用正确的学

习原理
。

下面是一些十分关键的方面
。

强调学习安全的行为
,

以此同不安全的动作

相对照
。

提供实践的机会
,

以便确保学

到的行为迁移到实际情景中去
。

在培训

期间提供经常的反馈
。

为安全的行为设

立有意义的奖励
。

在安全培训中采用何种培训方式是十分

重要的
,

美国安全委员会 。 把各种培

训方式按具体到抽象的等级加以排列如下
。

做—
实际体验 最为有效

做—
角色扮演

讲和演示
—

演示

显示
—

现场显示

显示
—

展示或展览

一般来说
,

预防事故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努力
,

一

是减少作业环境和机器设备中的事故隐患
,

二是干预

作业工人任何不安全行为和心理因素
。

但是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
,

生产作业条件的改善
,

机器设备的改进
,

以及人一机匹配的优化
,

人们越来越发现
,

各种各样的

事故大多是 由于人的因素所造成的
。

据国内外的专家

估计
,

一 的事故都是 人的不安 全行为造成

的
。

美国曾分析过 件伤亡事故
,

其中天灾仅占
,

即 的事故在人的能力范围内是可以预防的
。

在可防止的全部事故中
,

从 人的方面分析
,

由于人的不

安全行为造成的事故占
,

与不安全行为无关的只

占
。

日本 年制造业歇工 天 以上的事故中
,

因人的不安全行为而发生的占 日本   年对

制造业歇工 天 以上的  件事故的统计表明
,

从

人的方面分析
,

属于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件
,

占
,

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无关的只占
。

从物的

不安全状态分析
,

与物的不安全状态有关的事故为

 件
,

占
,

不属 于不安全状态的占
。

据我国煤炭工业部的统计
,

在煤矿事故中
,

由于各

种违章行为而发生的事故占事故总数的  
。

淮北矿

务局对历年死亡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
,

以 仁的事

故是因
“

三违
”
造成的

。

可见
,

对作业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及各种有可能引

发事故的心理因素加强干预
、

控制及改变是十分必要

的
。

可以肯定
,

只要能成功干预职工的不安全行为及

心理
,

就能有效地预防
、

减少事故
,

保护 人 民的生

命
、

财产安全及身心健康
。

本文将简单介绍几种行为

干预技术
。

一
、

安全培训及反馈技术

安全培训近来在国 内十分普遍
,

它适用于对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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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和显示—
有声电影

,

电视

讲—
授课

显示
—

图表

讲
—

录音

二
、

积极的强化技术

在干预人的行为时
,

心理学家认为对人施予严格

的控制并不是好的办法
。

有研究表明
,

对人控制得越

严
,

生产效率会越低
,

安全管理效果会越差
。

相反
,

在干预人的行为过程中
,

若使用积极的强化会比惩罚

和约束更为有效
。

所谓积极的强化
,

就是奖励人的某

些行为的措施
,

以便鼓励其良好的行为再次出现
。

就

是说强化是由对特定类型的行为进行某种形式的奖励

所组成的
。

在工作情景中
,

奖励可以有以下几种形

式 奖金
、

提升
、

反馈
、

表扬 一种社会强化形式

和特权 给时间外出
、

配置好的机器等
。

这种方法

有助于人们形成积极的工作态度和 构建一种人们认同

的融洽安全环境
,

使广大职工表现出一致的安全行

为
。

但是这种积极的强化技术不能是一时的心血来

潮
,

它需要不断地保持下去
。

三
、

宣传技术

在许多安全管理计划中使用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技

术
,

如广告画
、

布告
、

广播
、

电视等
。

宣传的目的是

要改变人们的态度
,

使他们更倾向于从事安全的行

为
。

然而
,

某些宣传技术在达到这个目的方面尚未见

效 根据心理学研究
,

要使宣传有效
,

安全方面的广

告画及其他宣传技术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 具体

地针对一种特定的工作和情景 支持一个培训计

划 给予积极的指导 安置于接近所希望的

行动要发生的场所 建立在已有态度和知识的基

础上 强调非安全方面
。

相反这些宣传技术不应



该具有这样的特点 涉及恐慌 因为这会在宣传

对象身上起防卫机制 是消极的 因为这可能

显示了错误的行动方法 是一般化的
。

四
、

群体动力学技术

目前的安全管理
、

事故预防活动
,

通常只 由某一

部分人进行
。

这种管理方式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

无论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怎么强调安全
,

由于广大职工

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
,

所有的安全措施
、

行动都会得

不到履行
。

为了使安全对策富有成效
,

有必要上从领

导的认识与支持开始
,

下至包括管理监督 人员
、

安全

人员 以及现 场作业的每个职工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

力
,

从各自的立场出发
,

积极开展消 灭现场不安全 因

素的运动
。

因此
,

努力创造一种使现场作业人员制定自身的

安全标准
,

并 自觉遵守的气氛是十分必要的
。

实际

上
,

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难事
。

人的行为都会潜在

地受到同伴群体的影响
,

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群体规

范
。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 约

定的习惯
、

纪律
、

规定和制度
。

对群体成员来说
,

这

些群体规范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

它能使人们感到 归

属于某一群体
。

群体规范与管理者所命令的标准化工

作程序相比
,

能使职工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

可见 如

果能采用参与的方式让职工群体自己制定安全 目标
,

提出实现安全目标的方法
,

并建立相应的安全绩效考

核方法
,

那定会取得理想的事故预防效果
。

下面是一

些充分利用群体动力学技术的方法
。

安全会议和事故调查期 间的职工群体
,

若给

予严密的指导和解说
,

便有助于形成一些安全规则和

正确的工作程序
。

工作安全分析
,

能通过群体的意见

和讨论来进行
,

一旦群体确立了相应的工作程序及规

则
,

那对每个人而言
,

同伴压力便会起很大的作用
。

在工作班组中的安全 目标亦可使用以上方法

确立
,

在这里群体会迫使个体实现他所确立的目标
。

除了以上一些行为干预技术外
,

在事故预防研究

中还采用人员选拔
、

培训及重新安置的技术
、

行为激励

技术及安全气氛干预等
。

目前
,

进行有关方面研究的

专家发现
,

以上一些行为干预技术单一
、

零散
、

片面
,

有

待进一步探讨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特征及其与事故发

生之间的关系
,

以便提出更为系统
、

完善和与现实情景

相附
、

效果更为显著的行为干预技术
。

坚信随着心理

科学
、

行为科学的发展
,

心理
、

行为干预技术将会在事

故预防中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

这也是从根本上预防

事故
、

减少事故的富有希望的可探索之路
。

复 印 如 有 害

气 恤 抽 排 装
杜鲁明

平面出纸口

静电复印机在工作过程 中
,

会产生一 系列有害操

作人 员身体健康的气体
。

如充 电电极高压 放 电所产生

的臭氧
、

墨粉中散发 的化 学物质微 尘
、

热定影挥发出

的含苯气体等
。

这些对人体 健康有害的气体
,

虽经静电复印机本

身所附设 的除臭氧片
、

过滤器等处理后排出机外
,

但仍

会扩散到复印机室内
,

恶化空气质量
。

即使是最先进的

复印设备
,

其室内的臭氧
、

粉尘和含苯气体 的浓度也会

超过国家标准
。

专业操作人 员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
,

呼

吸道和肺泡组织极易遭受损害
,

引起呼吸道疾病
。

对此
,

一 些单位采取在墙 窗上设置通风设备 的办

法
。

这样
,

虽然也能使室内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

但

操作人员仍会接触复印机排放的有害气体
。

特别是在

冬
、

夏两季
,

这 一 问题 尤为突出
。

在此
,

笔者向操作

人员介 绍一种复印机抽排有害 气体装置
。

该装置 如 图所示 采用 一 台小 型排气扇 必

,

在抽排气风 扇的抽气端接 一个 四 通 管
,

固定在机后 盖板上 的排气 口 处 有 的机型没有排气

口 ,

可 自凿
,

每一抽气支管接至复印机有害气体排

出部位
,

排气扇的出气端直通室外
。

复印机 工作时
,

打开排气扇
,

使复印时产生的有害气体
、

粉尘直接从

抽气管排 至 室外
,

有害气体不在室内停留
。

该装置同 时还可改善复印机的散热条件
,

且不影

响复印机保养和维修 工作
。

该装置于 年获得 国

家新型专利
。

该装置 结构简单
,

投资小
,

容易制作
,

在复印行

业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

接其他散热 口

据机型不 同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