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讨论

油田海上作业风险高、 危险性大， 工作环境经常受到各

种恶劣天气的影响， 不可预见的不安全因素较多。 工作生活

空间局限， 工作生活人群多则几十人， 少则一两人， 均为男

性。 在海上工作期间与社会、 家庭脱离， 生活所需物资全靠

陆地补给。 通过对油田海上作业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发

现， 海上作业工人与全国正常人常模比较， 除人际关系因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外， 其余各因子分值均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与石油员工男性常模比较， 各项因子的分

值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由此可见， 海上作业工人的心

理问题比全国正常人群、 石油员工严重， 应引起企业管理人

员的高度重视。
井下作业工与采油工、 钻井工比较， 各项因子分值相对

较低， 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采油工与钻井工， 原因可能是与

其工作制度不同有关。 钻井工在海上工作 ２０ ｄ 后回陆地休息

２０ ｄ， 海上工作期间， 小班人员前 １０ 天上白班 （ ８： ００—
２０： ００）， 后 １０ 天上夜班 （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０）； 大班人员原则

上白班，偶尔上夜班。 采油工一个工作日两班，每班工作 １２ ｈ，
１５ ｄ 回陆地倒休一次。 白班与夜班员工在工作和休息时相互

干扰， 易导致员工生物节律紊乱。 采油工主要从事仪表监视、
电器设备巡检等， 有时连续 １２ ｈ 监视仪表， 容易造成作业人

员精神疲劳、 视觉疲劳等。 而井下作业工则根据工作量大小

决定在海上工作的时间、 人数， 有一定的自主性。
油田海上作业工人主要心理健康问题表现在躯体化、 强

迫症状、 人际关系、 抑郁、 敌对几个方面。 根据 ＳＣＬ⁃９０ 各因

子分得分［６］ ， 作业工人中或多或少会有头痛、 背痛、 肌肉酸

痛等其他躯体表现； 会出现一些明知没有必要， 但又无法摆

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和行为； 在人际交往方面变得较为敏

感， 自卑感较强， 与人交往接触有明显的不自在、 退缩等现

象； 工作效率降低， 记忆和注意力下降， 工作、 生活兴趣严

重缺乏； 常出现失望、 悲观、 厌烦的情绪， 甚至出现自杀的

念头。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 “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

病， 还要具备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 职业工作

压力、 职业环境、 职业倦怠、 个人生活压力、 个人发展压力

等都会成为影响员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企业领导要优化

管理水平， 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 解决工作压力给员工带来

的心理问题， 加强员工心理疏导。 作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

将心理健康与日常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融合在一起， 充分利用

现场调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健康查体等机会， 加强职

业病防治、 心理健康和职业健康方面的宣传教育， 增强员工

的心理健康和职业健康意识， 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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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煤矿井下工人胃部疾病患病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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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消化科， 贵州 遵义　 ５６３０００）

　 　 摘要： 选择本地区 ３５０ 例煤矿井下工人作为研究组， 另

选择 ２１６ 例地面后勤管理人员作为对照组， 运用调查问卷和

临床检查的方法调查煤矿井下工人慢性胃炎、 胃及十二指肠

溃疡的患病情况， 并针对导致井下工人胃部疾病患病率高的

主要原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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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煤矿井下工人健康情况， 我们对本地区煤矿从事

采掘作业的工人与地面后勤管理人员胃部疾病患病情况进行

了调查及相关检查，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本地区煤矿采掘工人 ３５０ 例为观察组， 均为男性，
年龄 ２８～５１ 岁， 平均年龄 （３８±４ ２） 岁。 另选择地面后勤管

理人员 ２１６ 例为对照组， 均为男性， 年龄 ２６ ～ ５２ 岁， 平均年

龄 （３７±４ ５） 岁。
１ ２　 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两组人员的既往史、 胃肠道疾

病相关病史、 胃肠道自觉症状、 日常饮食行为习惯。 对有胃

肠道症状的人员使用电子胃镜进行胃、 十二指肠镜方面的检

查。 其中慢性胃炎、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诊断标准依据陈国桢

主编 《内科学》 及周岱云等编著 《上消化道纤维内窥镜临床

应用》。
１ ３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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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 计数采用卡

方检验， 计量资料 ｔ 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就业前病史调查

经过统计调查问卷中既往史、 病史的资料分析， 就业前

观察组 ３５０ 人中， 患慢性胃炎 １３ 人 （占 ３ ７１％）， 胃及十二

指肠溃疡 ８ 人 （占 ２ ２９％）。 对照组 ２１６ 人中， 患慢性胃炎 ９
人 （占 ４ １７％），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６ 人 （占 ２ ７８％）。 两组

人员慢性胃炎、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患病率都比较低，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２ ２　 现胃部疾病患病情况

观察组胃炎患病率 ３１ １４％、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病率

１３ ４３％，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１２ ０４％和 ６ ０２％， 两组人员胃

部疾病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人员胃部疾病的患病情况 例数 （％）

组别 人数 患病人数 慢性胃炎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观察组 ３５０ １５７ （４４ ８６） １０９ （３１ １４） ４８ （１３ ７１）

对照组 ２１６ ４０ （１８ ５２） ２６ （１２ ０４） １４ （６ ４８）

χ２ 值 ４０ ８３ ２６ ８４ ７ １６

Ｐ 值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２ ３　 工龄对胃部疾病发病的影响

在观察组中， 胃部疾病患病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增加， 其

中工龄＞３０ 年者慢性胃炎患病率 ５１ ２２％、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患病率 ２６ ８３％， 而工龄不足 １０ 年者为 ２３ ００％和 ８ ０５％。 详

见表 ２。
表 ２　 观察组胃部疾病患者的工龄分布 例数（％）

工龄 （年） 人数 慢性胃炎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１０ ８７ ２０ （２３ ００） ８ （９ １９）

１１～２０ １６３ ４６ （２８ ２２） １９ （１１ ６５）

２１～３０ ５９ ２２ （３７ ２９） １０ （１６ ９５）

＞３０ ４１ ２１ （５１ ２２） １１ （２６ ８３）

χ２ 值 １０ ２０ ８ ５６

Ｐ 值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２ ４　 不良饮食行为习惯对患病率的影响

通过对调查问卷资料的分析， 观察组中 ２９８ 人上井后有

饮酒习惯， 占 ８５ １４％； １８０ 人有吸烟习惯， 占 ５１ ４３％。 对照

组中 ８１ 人有饮酒习惯， 占 ３７ ５％； ６５ 人有吸烟习惯， 占

３０ ０９％。 两组比较， 观察组饮酒人数与吸烟人数均明显多于

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饮酒 ＝ １３７ ４、 χ２
吸烟 ＝ ２４ ７７， Ｐ＜

０ ０１）。
３　 讨论

３ １　 工作环境因素

煤矿井下工作环境中煤尘密度大、 噪声大、 阴暗潮湿、

温度较低、 危险度高、 空气流通不好而相对缺氧。 人长期处

于这种工作环境， 必然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引

起胃肠道功能障碍甚至器质性病变［１］ 。 井下工人往往集体供

应餐点， 工人就餐时使用公用的餐具， 大大增加了幽门螺旋

杆菌的感染机会。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

疡、 胃癌密切相关， 范红敏［２］ 等研究表明煤矿工人胃部有关

疾病的发生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 此外， 在噪声环境下

就餐和工作会影响胃酸的正常分泌， 进而导致慢性胃炎、 胃

及十二指肠溃疡等胃部疾病。
３ ２　 心理因素

许多煤矿井下采场环境具有高湿高温的特点， 不仅影响

了工人的身体健康， 还会对心理产生严重影响。 有文献研究

显示［３］ ， 胃部疾病的发病和治疗与心理紧张、 焦虑等心理因

素有密切关系。 煤矿井下工作危险性高， 工人从下井到上井

期间都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并有各种严格的规章制

度约束工人的行为， 使工人在工作期间精神十分紧张。 工人

长期的紧张情绪可引起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过程的失调和植

物神经功能平衡失调， 致胃肠壁平滑肌痉挛， 胃肠道黏膜屏

障受到破坏， 长此以往， 最终诱发上消化道的症状。 本观察

组胃部疾病患病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增加， 其中工龄超过 ３０ 年

的 ４１ 人中， 慢性胃炎患病率 ５１ ２２％、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

病率 ２６ ８３％， 远高于工龄低于 ３０ 年各组的患病率。
３ ３　 生活因素

大部分煤矿井下工人伴有饮酒、 吸烟和饮食不规律等不

良饮食行为习惯， 大大影响了胃肠功能。 观察组中上井后饮

酒人数占 ８５ １４％， 吸烟人数占 ５１ ４３％， 而对照组中则分别

为 ３７ ５％和 ３０ ０９％。 有报道显示， 饮酒者胃部有关疾病患病

率高于不饮酒者［４］ 。
通过上述分析， 煤矿井下工人胃部疾病患病率明显高于

地面工作管理人员的主要原因， 不仅与自身心理因素和生活

因素有关， 更与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煤矿企业管理

者， 应建立合理的倒班制度， 缩短工人井下工作时间， 分发

经济适用的针对高温高湿环境的劳动保护用品， 采取多项人

性化管理措施保护煤矿工人的身心健康， 保持煤矿企业的长

久发展。 同时， 还要加强煤矿工人健康教育， 鼓励工人保持

良好的饮食行为习惯， 降低胃部疾病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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