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gA均值偏低 , 接近下限值 , 部分人低于下限值。二者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表 3)。

表 2　受检者主诉自觉症状出现率比较

　　症状
档案工作人员
(n=97)

储蓄所工作人员
(n=113)

人数 % 人数 %

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38 39.18 9 7.96

进入档案库房胸闷 37 38.14 0 0

眼刺激 39 40.21 10 8.85

皮肤痒或红疹 21 21.65 6 5.31
星期一症状 8 8.25 2 1.77

表 3　免疫球蛋白测定结果 (x±s) g/L

组别 IgG IgA IgM

一类档案馆工作人员 14.02±3.06＊ 1.11±0.08＊ 1.79±0.42＊

二类档案馆工作人员 14.38±3.11 1.14±0.09 1.72±0.44

银行储蓄所工作人员 9.67±2.56＊＊ 1.56±0.11＊＊ 1.02±0.36＊＊

　　＊:一类 、 二类之间比较 , P>0.05。

＊＊:与一类 、 二类档案馆工作人员比较 , P<0.01。

3　讨论

室内空气质量研究表明 , 甲醛 、 三苯污染明显。值得注

意的是 , 有 4 个档案馆甲醛平均浓度分别为 0.063 、 0.068 、

0.089、 0.093mg/m3 , 低于车间最高容许浓度 (3mg/m3), 但高

于居住区大气卫生标准 (0.05mg/m3)。另有 2 个档案馆樟脑浓

度接近美国生产环境化学物质阈限值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为

2ppm)〔1〕。档案库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与档案库的密闭程度

及其室内温度有关。在 14个档案馆中 , 一类档案馆密闭较好 ,

风速均小于 0.1m/ s , 其甲醛浓度明显高于其他档案馆。 夏秋

季温度高时 , 甲醛 、 樟脑 、 三苯浓度高于春冬季温度低时。

档案库甲醛主要来源于甲醛熏蒸消毒残留及仿瓷涂料 、 胶合

板等 , 也可来源于档案材料内的纸张及油墨。因为在造纸和

油墨生产过程中要加入脲醛 、 酚醛树酯胶料 , 其在油墨中的

含量达 50%～ 60%〔2〕 。档案库普遍使用合成樟脑作防霉驱虫

剂 , 是樟脑污染的重要原因。

甲醛嗅觉阈为 0.06 ～ 1.2mg/m3 , 眼刺激阈可低至 0.01 ～

1.9mg/m3 〔3〕。本次测定档案库甲醛浓度为 0.020 ～ 0.093mg/m3 ,

经甲醛熏蒸消毒后的库房 , 其浓度为 0.21～ 0.50mg/m3 。在这

种浓度下暴露 , 有可能使部分档案工作人员产生急性刺激反

应。本次档案工作人员健康检查主诉自觉症状出现率最高的

是眼刺激 , 其次是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和进入档案库胸闷 , 最

低的是皮肤痒或红疹 , 而且各种症状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免疫球蛋白测定结果提示档案工作人员免疫系统受到影

响 , 与国内有关的报道一致〔4〕。

根据保护档案要求防潮 、 避光的特点 , 加强档案库机械

通风换气是改善档案库房环境 , 保护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

有效措施。

(陈剑 、 吁荣珍 、 涂英娥、 杨吉增等同志参加此研究工作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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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作业与井下矿工高血压病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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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煤矿井下作业对井下矿工高血压发病的影

响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 , 对地面作业和井下作业(-250m ～ -

450m)的矿工进行问卷调查和血压 、心率 、身高 、体质量的测量 ,

经统计学处理 ,分析矿工高血压发病的原因。 结果青壮年(年

龄≤40 岁)矿工中 ,井下作业组高血压检出率明显高于地面作

业组(P<0.05), 且井下工龄越长 , 高血压检出率越高 , 矿工平

均动脉血压(ABP)与井下累计作业时间呈正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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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病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由多因素引起的以体循环动

脉血压升高为主的综合征。 目前 , 高血压病在我国的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 , 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 本研究着眼于煤

矿工人特殊的作业环境 , 初步掌握井下作业诸因素与矿工高

血压发病之间的关系 , 为煤矿高血压病的防治做点有益偿试。

1　对象与方法

1.1　现况研究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 由经统一训练且具有一定临床

经验的专科医师在井口保健站 , 对淮南某煤矿在岗煤矿工人

逐一进行高血压的问卷 、 体检等检查。 问卷调查表参照世界

卫生组织 (WHO)国际流行病学问卷调查 , 结合本研究课题

具体情况而设计。问卷内容涉及年龄 、 工种 、 累计工龄 、 生

活习惯 、 饮食 、 既往史 、 家族史等近 30 个项目变量 , 体检项

目有身高 、 体质量 、 血压 、 脉搏等。共调查了1 015名矿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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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男性 , 其中地面作业 507人 , 井下作业 508 人 , 平均年龄

为 (31.5±8.3)岁 , 平均工龄为 (8.5±7.6)年。

1.2　地面-井下对照研究

根据 1978年 WHO 建议使用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和 1997 年

11 月美国关于预防 、 检测 、 评估与治疗高血压全国联合委员

会 (JNC)发表的第 6 次报告 , 对现况研究中的矿工做出高血

压的诊断后 (包括临界高血压), 分为地面 、 井下高血压

(HP)组与非高血压 (NHP)组 , 再进行地面-井下对照研究 ,

分析高血压发病与井下作业 、 生活习惯 、 遗传 、 身高 、 体质

量等诸因素之间的关系。

1.3　统计学处理

对调查出的高血压患者以检出率为分析指标 , 进行卡方检

验 、相关性与回归分析和 t检验 , P<0.05时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现况研究结果 , 地面作业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5.7%, 井下作

业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7.3%, 但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而

在 40 岁及以下的青壮年矿工中 , 地面作业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2.4%,井下作业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4.9%,差异有显著意义(P <

0.05),且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度也较高(OR=2.12);在 40 岁以上

的中老年矿工中 ,地面作业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21.6%,井下作业

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24.2%, 2 组之间差异也无显著意义(见表 1)。

无论是地面作业组还是井下作业组 ,中老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显

著高于青壮年矿工(P<0.001)。

表 1　2作业组不同年龄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年龄
地面作业 井下作业

HP 例数 NHP 例数 HP例数 NHP例数
OR值 χ2 值 P 值

≤40 10 409 22 424 2.12 3.98 <0.05

>40 19 69 15 47 1.11 0.14 >0.05

合计 29 478 37 471 1.29 1.02 >0.05

2.2　各调查指标与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地面作业组中有高血压家族史的矿工高血压检出率显著

高于无家族史组 (P <0.01), 其检出率和发病的危险度均明

显高于井下作业组 (见表 2);而高血压病人中有家族史的 ,

井下作业组只有 5.4%, 显著低于地面作业组的 34.5% (P <

0.01)。在青壮年矿工中 , 无论是地面作业还是井下作业 , 超

体质量 (体质量指数 BMI≥25)组矿工高血压检出率和发病的

危险度均显著高于正常体质量组 (见表 3), 且井下检出率比

地面更高 , 但两者之间差异无显著意义 (P >0.05)。 两组矿

工高血压检出率与吸烟 、 饮酒 、 饮食量 、 食盐量 、 糖尿病史

等因素均无相关性 , 2 组之间差异也无显著意义 (P >0.05)。

2.3　不同工龄与井下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表 2　家族史与 2 作业组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遗传
地面作业 井下作业

HP 例数 NHP例数 检出率(%) OR值 χ2 值 P值 HP例数 NHP 例数 检出率(%) OR值 χ2 值 P 值

有家族史 10■ 74 11.9 2■ 43 4.4

无家族史 19■ 404 4.5 2.87＊ 7.14 <0.01 35■ 428 7.6 0.57 0.22 >0.05

　　■:χ2=7.39 (校正), P<0.01;＊:P<0.01 , 与井下作业组比较。

表 3　体质量与2 作业组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体质量
地面作业 井下作业

HP 例数 NHP例数 检出率(%) OR值 χ2 值 P值 HP例数 NHP 例数 检出率(%) OR值 χ2 值 P 值

超体质量 5 68 6.8 9 62 12.7

正常体质量 5 341 1.4 5.01 7.56 <0.01 13 362 3.5 4.04 10.80 <0.01

　　由表4 可见 , 在井下作业的青壮年矿工中 , 井下作业的工

龄越长 , 高血压检出率越高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5);

同时井下累计作业时间与矿工平均动脉血压 (ABP)呈正相关

(r=0.1218 , n=446), 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经回归分

析 (y=10.96+0.035x)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 tb =

2.581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

表 4　不同工龄与井下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工龄 高血压例数 非高血压例数 检出率(%) χ2 值 p 值

<5 6 219 2.7
～ 10 5 105 4.5

～ 15 7 66 9.6

>15 4 34 10.5 8.49 <0.05

2.4　不同工种与井下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的比较

井下工种不同 , 青壮年矿工高血压病的检出率也不一样 ,

以运输组检出率最高 , 其次是掘进综采组 、 安装维修组 , 监

测管理组最低 , 但各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 煤矿工人高血压患病率与年龄 、 井下

作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 , 矿工高血压

的患病率似有升高趋势 , 但主要是 40 岁年龄段矿工高血压检

出率明显升高 , 这一结果与以往调查结果相一致[ 1] 。年龄在

40岁及以下的青壮年矿工中 , 井下作业组高血压检出率显著

高于地面作业组 , 说明井下作业因素可能是井下作业组青壮

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较高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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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高血压发病的因素较多 , 其中之一就是遗传因素。

据书籍记载 , 高血压病人中有家族史者高达 59%[1] 。而本结果

显示 , 高血压病人有家族史者在井下作业组中仅占 5.4%, 明

显低于地面作业组的 34.5%, 说明井下作业组中矿工高血压

病的高发是由遗传以外的因素所致。另有资料显示 , 高血压

的发病率与肥胖有密切关系 , 50%以上的高血压病人是体质量

较大者[ 2] , 青年体质量较大者高血压的发病率是体质量正常

者的 2倍[ 3] ;相反 , 低身高 、 体质量较低者高血压的发病较

低[ 4] 。本研究发现 , 在青壮年矿工中 , 无论是地面作业还是

井下作业 , 体质量较大组高血压检出率均显著高于体质量正

常组 , 且体质量较大组高血压检出率井下又高于地面 , 说明

井下作业可导致肥胖矿工高血压的高发。

进一步分析发现 ,井下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与工龄有

一定关系 ,井下作业工龄越长 , 高血压检出率越高;并且井下青

壮年矿工平均动脉血压(ABP)与井下累计作业时间呈正相关 ,

两者都表明井下作业是井下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较高的

重要因素。同时还发现 , 井下作业的青壮年矿工中 , 以运输组

高血压的检出率最高 ,其次是掘进综采组 、安装维修组 ,监测管

理组最低 ,说明井下不同的作业环境 、作业条件和作业内容是

井下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较高的真正原因。

以上结果说明 , 井下作业是井下作业组矿工高血压检出

率较高的重要因素。在井下作业 , 由于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 , 如特殊的作业环境 、 作业条件和作业内容 , 极易导致矿

工高血压病的高发。而且在井下作业的矿工中 , 年龄在 40 岁

及以下的青壮年矿工高血压检出率高于地面作业同年龄组 ,

表明青壮年矿工在井下作业更易导致高血压病的高发。

由于本次调查的范围较局限 , 调查的样本数偏少 , 结果

只是初步的。我们将在今后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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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用职业流行病学方法对 307例苯及同系物作业女工

及 117例非苯作业女工进行了生殖机能 (月经异常 , 不良妊娠

结局)调查 , 并对部分对象进行了反映机体自由基代谢状态

的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和过氧化脂质 (LPO)含

量测定。结果表明苯及同系物作业可导致女工月经改变和不

良妊娠结局 , 并且苯及同系物作业女工血清 SOD 活性和 LPO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关键词:苯及同系物;女工;生殖机能;自由基

中图分类号:O625.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0)05-0301-03

苯及同系物对女性生殖机能的危害及机理的研究 , 迄今

国内外报道甚少。近年研究显示 , 由自由基引发的脂质过氧

化损伤是许多毒物毒性作用的起点[1] 。本研究旨在调查女工

接触苯及同系物作业后对其生殖及子代的影响 , 并测定能反映

机体自由基代谢状态的血清 SOD活性及 LPO 含量 ,以揭示其可

　　收修日期:2000-01-26;修回日期:2000-05-10

作者简介:徐娅 (1964—), 女 , 江苏南通人 , 主治医师 , 主要从

事妇女保健工作。

可能生化机理。

1　对象与方法

1.1　观察对象

选择从事苯及同系物作业半年以上 , 生育年龄 18～ 45 岁

的 372 名女工为观察对象 , 其中已婚女工为 307 人 , 按苯及同

系物作业工龄分成 3组 , 分别为 ～ 5 年组 , ～ 10年组 , >10 年

组。女工分布在 3个车间 , 一车间系树脂车间 , 二车间系聚胺

脂车间 , 三车间系调和漆车间。女工每天工作 5 小时 , 接触途

径以呼吸道为主。另选当地条件与接触组大致相同 , 不接触

苯及其他对生殖机能有害物质的工厂女工 135名为对照组 , 其

中已婚女工为 117 人。两组间年龄 、 工龄 、 文化程度 、 烟酒习

惯等一般情况均相近 , 两组已婚率各为 82.6%和 86.8%。 对

可能的干扰因素如家族中的近亲结婚或有先天异常者等进行

均衡性检验 , 两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 >0.05), 说明两

组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采用职业流行病学的方法 , 由专业人员采用单盲法 , 单

独询问 , 进行个案调查。统计指标按全国妇女劳动卫生学组

制订的生殖流行病学调查中常用指标及其统计方法计算[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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