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而造成心血管系统一系列改变[ 3] 。职业噪声接触与 HRV 异

常有一定关系 , 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失衡 , 迷走神经和交感神

经功能紊乱 , 引发心血管等其他疾病与长期接触噪声可能有

关。因此要重视噪声环境治理 , 降低噪声损害 , 加强个人防

护 , 定期健康体检 , 有效预防噪声引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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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对女工月经及生殖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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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职业性汞接触女工的月经及生殖结局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 , 调查发现职业性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 29.3%,

显著高于对照组 (10.6%), P<0.01;月经异常主要表现为痛

经 、 血量增多和月经周期延长 , 对女工生殖结局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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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汞接触对女工月经及妊娠的影响已进行了一些调

查研究 , 多数认为职业性汞接触可引起女工月经异常 , 但月

经异常的表现不一致 , 接触水平和反应关系尚未明确;职业

性汞接触对妊娠的影响结论不一。本文就职业性汞接触对女

工月经及生殖结局的影响做进一步阐述。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汞接触组选择某灯泡厂 、 某仪表厂接触汞的女工。对照

组选择 2 个事业单位的女工 。月经方面统计分析者年龄 18 ～

40 岁 , 现职工作前月经正常 , 非口服避孕药及无严重影响月

经疾病;妊娠情况统计分析者孕前参加现职工作 , 现职工作

前无习惯性流产史 , 孕期未患风疹和流感等传染性疾病 , 孕

期未用严重影响妊娠结局的药物及无严重影响生殖的疾病。

1.2　内容

劳动条件包括产品变换 、 工艺流程 、 接毒情况及车间空

气中汞浓度历年测定结果等。女工月经及妊娠情况采用统一

调查表 ,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 职业史 、 月经情况 、 妊娠情况

及避孕措施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劳动条件

接触组和对照组均属轻体力劳动者 , 以坐姿为主。对照

组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 接触组 2005 ～ 2006 年车间空气汞浓

度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接触组2005～ 2006年车间空气中汞浓度 mg/m3

工厂 样品数 (个) 平均浓度 (x±s)

灯泡厂 146 0.021 1±0.001 8

仪表厂 77 0.481 0±0.014 0

2.2　月经情况

2.2.1　月经异常表现　对符合条件的157名汞接触和189名对

照组女工的月经情况进行分析 , 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为

29.3%, 表现为月经周期延长或缩短或无规律性 、 经期延长或

缩短 、 血量增多或减少 、 痛经;与对照组 (10.6%)比较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其 RR<2.77 , 95%CI 1.76 ～

4.36。见表 2。

表 2　汞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月经异常表现比较

月经异常表现
接触组 (n=157)

例数 %

对照组 (n=189)

例数 %

月经周期缩短 12 7.6 10 5.3
月经周期延长 7 4.5＊ 1 0.5

月经周期紊乱 6 3.8 1 0.5

血量增多 20 12.7＊＊ 7 3.7
血量减少 7 4.5 2 1.1

经期延长 4 2.5 4 2.1
经期缩短 1 0.6 0 —

痛经 20 12.7＊＊ 4 2.1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 ＊＊P<0.01

2.2.2　月经异常与接触汞浓度关系　高浓度组 [ (0.481 0±

0.014 0)mg/m3] 女工月经异常率为 28.6%(22/ 77), 低浓度

组 [ (0.021 1±0.001 8)mg/m3] 女工月经异常率为 30.0%

(24/ 80), 均比对照组 (10.6%)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高 、 低浓度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3　月经异常与接触汞工龄关系　接汞工龄≤3年者月经

异常率为28.9% (22/27), >3 年者月经异常率 29.6% (24/

81), 二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4　月经异常与婚姻状况关系　已婚汞接触女工124人 、 对

照组 138 人 , 已婚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 31.5%, 高于对照组

(12.3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R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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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未婚汞接触女工 33 人 、 对照组 51 人 , 未婚汞接触女工

月经异常率为21.8%, 高于对照组 (5.5%), 二者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RR为 3.85。

2.3　生殖结局

对符合条件的已婚女工的生殖结局进行分析 , 自然流产 、

早产或过期产 , 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3。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比对照组显著

增高 (P <0.01), 且联系强度和稳定性测度都较高 (RR 为

2.77 , 95%CI 为 1.76 ～ 4.36), 说明汞能引起作业女工月经异

常。这一结论与文献报道一致[ 1] 。

本次调查还发现月经异常的主要表现为痛经 、血量增多 、周

期延长。有研究认为汞能引起女工痛经;至于月经周期延长 , 未

见报道。汞浓度和接触工龄对月经异常率未见明显影响。 未婚

女工月经异常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可能与调查例数

表 3　汞接触女工生殖结局与对照组比较

项目 接触组 对照组

女工人数 150 177

统计妊娠次数 201 221

妊娠并发症 (%) 46 (22.9) 47(21.3)

自然流产 (%) 13 (6.5) 11(5.0)

早产 (%) 　6 (3.0) 　7 (3.2)

过期产 (%) 　2 (1.0) 　2 (0.9)

　　注:妊娠并发症为妊娠后合并高血压或心脏病或慢性肾炎或贫血 、

糖尿病。

少有关 , 但其 RR较大 , 说明未婚女工可能较易受害。职业性汞

接触对女工的危害主要是引起月经异常 , 可能是汞干扰了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的神经内分泌调节机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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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什市教师慢性腰痛调查
Survey on teachers chronic lumbodynia in Atush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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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发放调查表的方式调查 2 所中学 、 2所小学共

124 名阿图什市在职中小学教师慢性腰痛发病 、 相关症状和诊

疗情况。结果患有慢性腰痛 56 例 , 占 45.2%;否认有明确的

外伤史 , 主要症状为腰部酸胀 、 下肢放射痛 、 下腰段疼痛 ,

发病时均与体位变化有明确关系;有 64.3%的病人曾于医院

检查 , 诊断为腰间盘突出 、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 、 腰椎滑脱 、

肌筋膜纤维组织炎等;多数病人通过理疗 、 按摩和体育疗法

等症状得到缓解 , 14 例未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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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9 ～ 12 月我们在新疆阿图什市工作期间 , 通过发放

调查表的方式 , 了解了 2所中学 、 2 所小学 124名在职中小学

教师慢性腰痛发病率 、 相关症状和诊疗情况 , 结果发现教师

慢性腰痛发病率较正常人群发病率高。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的 124 名教师中 , 患有慢性腰痛 56 例 , 占

45.2%。其中男 22 例 、 女 34 例;患者年龄 28 ～ 67 岁 (平均

43.3岁), 28 ～ 45 岁患病 18 例 , 45 岁以上 38 例;教龄 4～ 26

年 (平均 15.6年), 4 ～ 15年患病 22 例 , 15年以上 34 例。

2　结果

2.1　主要症状

本组教师慢性腰痛主要症状为腰部酸胀 、 下肢放射痛 、

下腰段疼痛 , 详见表 1。

表 1　教师慢性腰痛主要症状

症状 例数 比例

腰部酸胀 42 75.0%

下肢放射痛 36 64.3%

下腰段疼痛 18 32.1%

其他 10 17.9%

2.2　腰痛与体位的关系

本组教师慢性腰痛患者发病时均与体位有明确的关系 ,

见表 2。

表 2　教师慢性腰痛发病时与体位的关系

体位 例数 比例

坐位 44 78.6%
站立位 34 60.7%

平卧位 20 35.7%

行走 14 25.0%

2.3　慢性腰痛患者诊断

在 36 名 (占 64.3%)曾去医院进行检查的病例中 , 所获

得的明确诊断见表 3。

表 3　教师慢性腰痛诊断

诊断 例数 比例

腰间盘突出 14 25.0%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 10 17.9%
腰椎滑脱 8 14.3%

纤维组织炎 8 14.3%
其他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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