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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工人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调查
Survey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in coal m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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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单纯随机抽样问卷方法 , 对山东某矿区1 357

名工人进行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功能性便

秘整体患病率为 7.30%, 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P <0.05)。井

下作业环境 、 心理障碍 、 长期饮酒及饮食不规律是患病的危

险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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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便秘属肠功能障碍性疾病 , 关于其流行病学资料 ,

国外已有较多报道 , 而我国尚缺乏详尽的有关资料。煤矿工

人功能性便秘的研究更是缺乏。 为探讨煤矿工人功能性便秘

的流行病学特征及患病的危险性因素 , 我们于 2003 年 12 月～

2004年 4 月对某矿区工人进行了此项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单纯随机抽样法抽取某矿业集团所属 8 个矿的1 357

名男性工人作为调查对象 , 年龄 20 ～ 59 岁 , 平均年龄 40.6

岁。按工种分为 3 组 , 即采煤掘进组 , 617 人 , 年龄 20 ～ 55

岁 , 平均年龄 38.8岁 , 井下作业 1 ～ 35 年;井下辅助组 , 514

人 , 年龄 21 ～ 59 岁 , 平均年龄 43.1 岁 , 井下作业 1 ～ 36 年;

地面作业组 , 226 人 , 年龄 23～ 57 岁 , 平均年龄 39.9 岁。3 组

间年龄差异无显著性。地面作业组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工

人 (不包括机关 、 餐饮 、 治安 、 汽车司机等特殊工种)。 调查

对象均为在岗职工 (不包括合同工 、 临时工以及离退休人员

与病残离岗职工), 无高血压 、 糖尿病 、 慢性肺病等疾病史。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员均按照调查表内容严格统一

培训 , 掌握统一标准。调查表参考新制定的 “罗马Ⅱ” 诊断

标准[ 1]设计并诊断。

主要内容包括一般项目:联系电话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民族 、 工种 、 文化程度 、 井下作业起始时间 、 噪声 、 是否接

触有毒气体及粉尘 、 井下作业年限;生活习惯:吸烟 、 饮酒 、

饮食 、 睡眠;心理因素:心情状况 、 对目前生活满意度 、 所

从事工作的主观感觉;症状:是否过去 1 年中至少 12 周 (不

必连续)出现下述症状 , (1)1/ 4 时间排便费力 , (2)1/ 4 时

间粪便呈羊粪样或粪质硬 , (3)1/4 时间排便有未尽感 , (4)

1/4 时间排便时有肛门直肠阻塞感 , (5)1/ 4 时间要用手指挖

出粪便 , (6)每周排便少于 3次。

1.3　统计学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危险因素的分析采用 Logistic回归

分析。

2　结果

2.1　功能性便秘的患病情况

共调查1 357人 , 患病 99 人 , 患病率为 7.3%, 其中采煤

掘进组患病 51 人 , 患病率 8.3%;井下辅助组患病 35 人 , 患

病率 6.8%;地面作业组患病 13 人 , 患病率 5.8%。 3 组间比

较差异无显著意义。

2.2　影响功能性便秘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1　心理因素　3组人员心理状况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

见表 1。

表 1　3 组作业人员心理状况

组别　　
平时自我感觉 对目前生活态度

愉快 (%) 一般 (%) 不愉快 (%) 满意 (%) 基本满意 (%) 不满意 (%)

　　采煤掘进 307 (49.8) 265 (42.9) 45(7.3) 281 (45.5) 286 (46.4) 50 (8.1)

　　井下辅助 229 (44.6) 246 (47.9) 39(7.6) 223 (43.4) 256 (49.8) 35 (6.8)

　　地面作业 86 (38.1) 123 (54.4) 17(7.5) 71 (31.4) 132 (58.4) 23(10.2)

　 　合计 622 (45.8) 634 (46.7) 101(7.4) 575 (42.4) 674 (49.7) 108 (8.0)

χ2检验 χ2=10.17 P=0.0383 χ2=15.10 P=0.004

收稿日期:2004-08-16;修回日期:2005-02-31
作者简介:房奇 (1965—)男 , 医学硕士 , 副主任医师 , 主要从

事消化内科工作。

2.2.2　饮食习惯　饮食不规律在3组中的发生率由高到低分

别为采煤掘进组 、 井下辅助组和地面作业组。 3 组中任两组间

的饮食规律及每日餐次的差异均有显著意义。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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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组作业人员饮食规律 、 每日餐次情况

组别　　
饮食规律 每日餐饮

规律 (%) 基本规律 (%) 不规律 (%) 2次 (%) 3次 (%) 4次 (%)

采煤掘进　　 46 (7.5) 69 (11.2) 502 (81.4) 373(60.5) 237 (38.4) 7 (1.1)

井下辅助　　 118 (23.0) 102 (19.8) 294 (57.2) 61(11.9) 436 (84.8) 17 (3.3)

地面作业　　 162 (71.7) 51 (22.6) 13 (5.8) 10 (4.4) 216 (95.6) 　0 　

合计　　　　 326 (24.0) 222 (16.4) 809 (59.6) 444(32.7) 989 (72.9) 24 (1.8)

χ2检验 χ2=463.08 P=0.000 χ2=410.55 P=0.000

2.2.3　睡眠　3 组作业人员的每日睡眠时间 、 睡眠质量 、 做 噩梦 、 睡眠规律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 3　3 组作业人员睡眠状况

组别
每日睡眠时间 睡　眠　质　量 是否常做噩梦 睡眠是否规律

≤6h(%) 7～ 8h(%) ≥8h(%) 好(%) 一般(%) 不好(%) 是(%) 不是(%) 不规律(%) 一般(%) 规律(%)

采煤掘进 322 (52.2) 248 (40.2) 47 (7.6) 293 (47.5) 169(27.4) 155 (25.1) 212 (34.4) 405 (65.6) 512 (83.0) 30 (4.9) 75 (12.2)

井下辅助 202 (39.3) 254 (49.4) 58 (11.3) 214 (41.6) 200(38.9) 100 (19.5) 143 (27.8) 371 (72.2) 305 (59.3) 74(14.4) 135 (26.3)

地面作业 35 (15.5) 135 (59.7) 56 (24.8) 97 (42.9) 93(41.2) 36 (15.9) 51 (22.6) 175 (77.4) 18 (8.0) 30(13.3) 178 (78.8)

合计　　 559 (41.2) 637 (46.9) 161 (11.9) 604 (44.5) 462(34.1) 291 (21.4) 406 (29.9) 951 (70.1) 835 (61.5) 134 (9.9) 388 (28.6)

χ2检验　　　 χ2=110.64 P=0.000 χ2=20.19 P=0.000 　χ2=12.71 P=0.002　 χ2=439.13 P=0.000

2.2.4　吸烟　3组作业人员间吸烟状况无差别 (χ2=0.014 ,

P=0.993)。

2.2.5　饮酒　3组作业人员间每周饮酒次数的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 (表 4)。但每次的饮酒量无差别 (χ2=6.53 , P=0.088)。

表 4　3 组作业人员饮酒状况

组别
每周饮酒次数

≥7次(%) 3～ 5次(%) ≤2次(%)
合计 (%)

采煤掘进 235(38.1) 118 (19.1) 163 (26.4) 516 (83.6)

井下辅助 167(32.5) 100 (19.5) 157 (30.5) 424 (82.5)

地面作业 41(18.1) 51 (22.6) 89 (39.4) 181 (80.1)

合计　　 443(32.7) 269 (19.8) 409 (30.1) 1 121 (82.6)

χ2检验 χ2=26.63 P=0.000

2.3　影响功能性便秘的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5)

表 5　功能性便秘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β wald P 值 OR
OR值 95%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饮酒年限 0.034 6.955 0.008 1.034 1.009 1.060

饮食不规律 0.300 4.479 0.034 1.349 1.022 1.781

生活不满意 0.316 3.525 0.060 1.372 0.986 1.907

睡眠质量差 0.274 7.799 0.005 1.316 1.085 1.595

constant -3.944 45.406 0.000 0.019

　　由表5 可见 , 饮酒年限长 、 饮食不规律 、 睡眠质量差与功

能性便秘有关 , 是危险性因素 (OR>1 , P<0.05), 即饮酒年

限长 、 饮食不规律 、 睡眠质量差者患功能性便秘的可能性大。

生活不满意与功能性便秘有一定关系 (OR>1 , P >0.05), 可

能是患病的促进因子。

3　讨论

近年来 , 功能性胃肠疾病已逐渐受到临床重视。国际上

已有不少关于功能性便秘流行病学 、 发病机理 、 临床诊断与

治疗的报告。国内郭彦敏等调查的日照市常住男性居民功能

性便秘的患病率 2.8%[ 2] , 与我们调查的煤矿工人功能性便秘

整体患病率 7.30%比较 , 差异有显著意义 (χ2=29.288　P =

0.000)。众所周知 , 因采用的诊断标准 、 调查方法不同 , 获得

的患病率可能有所差异。为了统一标准 , 便于交流 , 此次调

查我们采用了新 “罗马 Ⅱ” 诊断标准。 尽管如此 , 为了更能

说明煤矿工人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特征 , 应进一步调查一般人

群作为对照。

煤矿工人功能性便秘患病率增高可能有以下原因: (1)

环境因素:井下作业接触大量煤尘 , 环境噪声大 、 潮湿 、 温

度低 、 危险度高 、 相对缺氧
[ 3]
。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于人体 ,

必对人体产生一定程度的损害 , 亦必将导致胃肠道功能障碍

甚至器质性病变的发生。此次调查由于条件的限制 , 未能将

作业环境诸因素列入调查内容 , 实为不足之处。 (2)心理障

碍:何流芳等研究发现 , 煤矿工人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国内常模 , 井下工人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 4] 。但本次结果显

示地面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井下作业人员 , 与报道

不一致。可能与地面作业工人收入较低及岗位竞争激烈 , 而

井下作业工人由于机械化程度提高 , 安全系数提高 , 劳动强

度降低 , 劳动保护改善等因素有关。 Ford 等[ 5]发现精神应激所

致焦虑可增加结肠症状如肠胀气和腹痛的程度 , 主动放松则

轻之。 Accarino 等[ 6]进一步研究发现转移注意力可显著降低空

肠扩张时的各种感觉。此次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亦提

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 、 睡眠质量差等精神心理障碍因素与功

能性便秘有关 , 是患病的危险性因素。(3)饮酒:井下作业工

人为了御寒 、 抗疲劳 , 多有饮白酒的习惯。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功能性便秘与饮酒年限有关。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乙

醇的长期摄入 , 致肝脏 、 胰腺 、 胃等多消化器官损伤而进一

步引起胃肠激素分泌障碍 , 最终导致肠功能障碍引起便秘。

(4)饮食不规律:调查结果显示 , 采煤 、 掘进工 81.4%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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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律 , 60.5%一日 2 餐。胃肠功能受复杂的神经系统 、 胃肠

激素调控 , 其物理性 、 化学性消化功能均有严格的规律性。

饮食规律对胃肠功能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亦显示饮食不规律与功能性便秘有统计学联系 , 是患病

的危险性因素。

功能性便秘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既与环境 、 心理

因素有关 , 又与饮酒 、 饮食不规律有关。 本调查显示地面作

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井下作业人员 , 而井下作业人员作

业环境恶劣 、 饮食不规律较地面人员普遍。所以 , 煤矿工人

功能性便秘整体患病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 但 3 组间差异无

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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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对作业女工月经及生殖机能影响的调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of benzene exposure on menstruation status

and reproduction function of femal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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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326名苯作业女工和 219 名对照人群进行月经及

生殖机能调查 , 结果显示 , 苯作业女工月经异常和生殖障碍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应改善劳动条件 , 加强健康监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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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化工原料和工业溶剂 , 近年来苯的

毒性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研究苯对职业接触女

工月经及生殖机能的影响 , 我们对 326名苯作业女工月经及生

殖机能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 5个涉苯工厂中接触苯作业 、 工龄 1 年以上的已婚育

龄女工 326名为观察组 , 年龄 22 ～ 45 岁 , 平均 34.3岁 , 苯作

业工龄最长 19年 , 最短 1 年 , 平均 8.5 年 , 10 年以上工龄者

112 人。同时选择这 5 个工厂内不接触有害物质 , 身体健康的

已婚育龄妇女 219名为对照组 , 年龄 22 ～ 45 岁 , 平均 33.7 岁 ,

工龄1 ～ 20年 , 平均工龄 8.8 年 , 工种为行政管理人员 、 后勤

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两组工作日 、 生活水平及其他条

件基本一致 , 均无神经 、 精神病史。年龄 、 工龄经 t检验 , 差

收稿日期:2004-08-16;修回日期:2004-10-22

作者简介:蒋汝刚 (1968—), 男 , 副教授 , 硕士 , 主要从事有毒
化学物质中毒防治研究工作。

异无显著性。

1.2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表 , 通过面对面询问进行回顾性调

查 , 并按统一评价标准和说明填表。

1.3　月经异常判断标准

诊断月经异常是在排除哺乳期 、 避孕 (如使用宫内节育

器 、 口服避孕药等)、 人工流产 、 结扎手术 3 个月以内 , 且无

全身性和生殖系统疾患的前提下进行。 月经周期不规律指周

期超过 45 d及不足 20 d;月经周期延长者 , 以 45～ 60 d为 1 个

周期;月经周期缩短者 , 以 12 ～ 16 d 为 1 个周期;经量增多

者 , 每次月经用卫生纸 2包以上;痛经指经期必须使用止痛药

或休假者。月经周期 、 经量 、 经期 、 痛经有 1 项异常即为月经

异常 , 一人同时出现多项异常表现时 , 仍为 1 例异常。

2　结果

2.1　作业点空气中苯浓度

在 5 个工厂作业点采集 141 个样品 , 除1 个工厂作业点空

气苯浓度均值为 17.63 mg/m3 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40 mg/ m3)

外 , 其余 4 个工厂空气中苯浓度均值都超标。见表 1。

表 1　工厂作业点空气中苯浓度 mg/m3

厂名 样品数 浓度范围 均值 超标倍数

印刷厂 28 　10.25～ 29.57 17.63

制鞋厂 28 　18.15～ 97.32 75.26 0.88

涂料厂 26 　20.24～ 126.15 81.16 1.03

化工厂 30 　16.92～ 154.21 89.32 1.23

家具厂 29 　14.63～ 105.86 76.38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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