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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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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银川市郊温棚种植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 探讨温棚种植作业人员患消化系统疾病的危险因

素。 方法　 对银川市郊 ４４８ 名温棚种植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是否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及一般人口学、 生活习惯、 温棚劳作

特性等信息， 应用非条件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筛选消化系统疾病的影响因素。 结果　 调查对象中患有消化系统疾病

３７ 人， 患病率为 ８ ２６％。 危险因素主要有女性 （ＯＲ ＝ ４ ７５２， ９５％ＣＩ ＝ １ ２７１ ～ １７ ７７２）、 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ＯＲ ＝
１１ ８３７， ９５％ＣＩ＝２ ２４３～６２ ８４６）、 喷洒农药后不洗手 （ＯＲ＝ １９５ ００７， ９５％ＣＩ ＝ ５ ９０５～ ６４３８ ７２７）。 保护因素包括温棚面

积 （ＯＲ＝０ ５５０， ９５％ＣＩ＝０ ４０５～０ ７４７）、 喷洒农药的时间间隔 （ＯＲ＝ ０ ８０７， ９５％ＣＩ ＝ ０ ６５３～ ０ ９９７）。 结论　 温棚种植

者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比一般人群高； 文化水平较低、 自我保护意识差是温棚从业者的主要特征， 也是导致消化系统疾

病高发的主要因素。 因此温棚种植者在使用机器喷洒农药时需做好自身防护， 根据家庭情况合理分配劳作， 科学的增加

温棚通风量及合理使用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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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市地处西北腹地， 温棚种植业对于整个城区

居民的蔬菜供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温棚种植业不

但可以增加市郊农民的收入， 而且可以常年为市区供

应新鲜的蔬菜， 因此温棚种植在当地受到农民的欢迎

和政府的鼓励。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宁夏全区建

成蔬菜规模化园区 ４３３ 个， 种植面积 ３００ 万亩， 总产

量 ６８０ 万 ｔ， 产值达 １００ 亿元以上［１］。 由于消化系统

疾病对温棚种植者的生活和生产具有明显影响， 是危

害温棚种植群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２，３］。 因此， 本

研究旨在通过对银川市郊温棚蔬菜种植者相关信息调

查研究， 进一步了解银川市郊温棚种植者的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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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现况及影响因素， 为该类作业者消化道疾病的

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银川市温棚蔬菜种植比较集中的两区一县，
采用系统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在本地居住 ５ 年以

上的成年 （ ＞１８ 岁） 温棚种植者作为研究对象。 排

除标准： 曾经从事温棚种植但调查前 １ 年内未种植蔬

菜温棚者、 在外地工作不能定期回家从事蔬菜温棚工

作者、 突发事件引起的消化系统疾病者。 所有被调查

人员均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 共计发放问卷 ４６０
份， 剔除回答度＜３５％的问卷， 有效问卷共计 ４４８ 份，
有效率 ９７ ３９％。
１ 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于 ２０１５ 年 ４—６ 月由统一培

训的调查员面对面进行入户调查。 问卷采用专家询问

法和模拟预调查进行调整和修改， 使信效度符合要

求。 内容包括： 经县级或县级以上医院确诊患消化系

统疾病情况； 一般人口学特征 （年龄、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生活习惯 （ 吸烟、 饮酒、 锻

炼、 饮食）， 温棚劳作特性因素 （每年种棚天数、 喷

洒农药时行为、 喷洒农药时有无防护措施、 是否采用

机器喷洒农药、 喷洒农药后是否换洗衣物、 喷洒农药

后是否洗澡、 喷洒农药后是否洗手、 温棚种植的年

数、 温棚种植面积、 喷洒农药的间隔时间、 喷洒农药

所用时间）。
１ ３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经统一培训， 问卷收回后统一复查， 问

卷经统一录入， 以便数据核对查证。
１ ４　 统计分析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１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录 入， 应 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组间的差

异比较采用 ｔ 检验， 计数资料组间的差异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影响因素的筛选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年龄最小者为 ２１ 岁， 最大 ７５ 岁， 平均

年龄 ４４ ８ 岁； 经确诊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３７ 例， 其中

消化性溃疡 ３ 例、 胆结石 １ 例、 肠炎 ５ 例、 胆囊胆管

炎 ６ 例、 胃炎 ２１ 例、 直肠癌 １ 例。 基本信息组间是

否患消化道疾病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基本信息组间消化系统疾病患病情况及差别检验

变量 患病人数 患病率（％） χ２值 Ｐ 值

年龄分组（岁） １ ５８８ ０ ８１１

　 ≤３０ ２ ７ １４

　 ３０～ １０ ８ ００

　 ４０～ ９ ６ ７２

　 ５０～ １２ １１ ０１

　 ≥６０ ４ ７ ６９

性别 １ ８０６ ０ １７９

　 男 １６ ６ ６４

　 女 ２１ １０ １４

民族 ２ １５６ ０ １４２

　 汉族 ３ ４ ００

　 回族 ３４ ９ １２

教育程度 ７ ３２４ ０ ０６２

　 未接受过教育 ４ ４ ３０

　 小学 ２０ １２ ５８

　 初中 １２ ７ ４５

　 高中、中专、技校 １ ２ ８６

婚姻状况 ０ ９１４ ０ ６３３

　 未婚 ０ ０ ００

　 已婚 ３６ ８ ３７

　 丧偶 １ １１ １１

２ ２　 患消化系统疾病影响因素分析

２ ２ １　 生活习惯因素　 对调查人群的生活习惯进行

组间比较， 分析发现吸烟、 饮酒、 锻炼身体、 经常食

用新鲜水果、 经常食用腌制咸菜因素组间患消化系统

疾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生活习惯组间消化系统疾病患病情况及差别检验

影响因素 调查人数 例数 患病率（％） χ２值 Ｐ 值

吸烟 ０ ０４０ ０ ９８０

　 不吸 ２４７ ２０ ８ １０

　 偶尔吸 ３３ ３ ９ ０９

　 每天吸 １６８ １４ ８ ３３

饮酒 ２ ４８６ ０ ２８８

　 不饮 ２８７ ２０ ６ ９７

　 偶尔饮 ５３ ７ １３ ２１

　 每天饮 １０８ １０ ９ ２６

锻炼身体 ０ ２８６ ０ ５９

　 否 ４００ ３４ ８ ５０

　 是 ４８ ３ ６ ２５

经常食用新鲜水果 ＜０ ００１ １ ０００

　 否 １４ １ ７ １４

　 是 ４３４ ３６ ８ ２９

经常食用腌制咸菜 ０ ７９１ ０ ３７４

　 否 １８７ １８ ９ ６０
　 是 ２６１ １９ ７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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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温棚劳作特性因素　 对温棚种植者劳作特性

比较发现， 患消化系统疾病人群种棚年数 （６ １６ ±
６ ９０２）年， 未患人群种棚年数（７ ５１±５ ４６８）年。 每

年种棚天数≤１９９ ｄ 患病 ４８ 人， 患病率 ６ ２５％； 种棚

天数 ２００～２９９ ｄ 患病 １５７ 人， 患病率 ７ ６４％； 种棚天

数≥３００ ｄ 患病 ２４３ 人， 患病率 ９ ０５％。 人工喷洒农

药 ４１９ 人， 患病率 ７ ６４％； 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２９ 人，
患病率 １７ ２４％。 喷洒农药时无不安全行为［４］１９８ 人，
患病率 ５ ０５％； 有过不安全行为 ２５０ 人， 患病率

１０ ８０％。 喷洒农药时有防护措施 ３３０ 人， 患病率

６ ９７％； 无防护措施 １１８ 人， 患病率 １１ ８６％。 喷洒

农药后不换洗衣物 ６ 人， 无人患病； 随意换洗衣物

２７ 人， 患病率 １４ ８１％； 回家后换洗衣物 １４８ 人， 患

病率 １２ １６％； 立即换洗衣物 ２６７ 人， 患病率 ５ ６１％。
喷洒农药后不洗澡 ４７ 人， 患病率 ６ ３８％； 回家后洗

澡 ２８１ 人， 患病率 ７ ４７％； 立即洗澡 １２０ 人， 患病率

１０ ８３％。 上述各因素组间是否患消化系统疾病的差

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而温棚种植的面积、
喷洒农药的间隔时间、 喷洒农药所需时间、 喷洒农药

后是否洗手等因素组间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３。
表 ３　 温棚劳作特性组间消化系统疾病患病情况及差别检验

温棚劳作特性因素 患病 未患病 χ２ ／ ｔ 值 Ρ 值

喷农药后是否洗手 １６ ４９２ ＜０ ００１

　 立即洗 ２６ ３４７

　 劳作后回家洗 ４ ５５

　 不洗 ７ ９

温棚种植面积 （亩） １ ５４±１ ７６８ ４ ３９±６ ８００ ２ ５４０ ０ ０１１

喷洒农药的间隔时间 （ｄ） ６ ７６±１ ７０６ ８ ５８±５ １３４ ４ ８１５ ＜０ ００１

喷洒农药所用时间 （ｈ） １ ７２±０ ７０３ １ ４６±０ ７５２ －２ ０２７ ０ ０４３

２ ２ ３　 影响温棚种植者患消化系统疾病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温棚种植者患消化系统

疾病的影响因素及程度， 以是否患消化系统疾病作为

因变量 （未患消化系统疾病 ＝ ０， 患消化系统疾病 ＝

１）， 将人口学、 生活习惯、 温棚劳作特性等方面包

含的单因素分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

量有性别 （男 ＝ １， 女 ＝ ２）、 是否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人工喷洒＝ １， 机器喷洒＝ ２）、 喷洒农药后是否洗手

（不洗＝ ０， 回家后洗 ＝ １， 立即洗 ＝ ２）、 温棚种植面

积、 喷洒农药的间隔时间； 其中性别、 是否采用机器

喷洒农药两个变量， 在单因素分析时不显著而多因素

分析时进入主效应模型； 单因素分析中喷洒农药所用

时间变量有显著意义但未进入模型。 因此对喷洒农药

所用时间、 性别、 是否采用机器喷洒农药三个变量进

行交互作用分析， 结果显示性别、 是否采用机器喷洒

农药变量的主效应显著， 且两因素交互效应作用有明

显意义。 见表 ４。
表 ４　 患消化系统疾病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源 ＩＩＩ 型平方和 均方 Ｆ 值 Ｐ 值

校正模型 ２ ４７０ ０ １０３ １ ３８３ ０ １０９

截距 ０ ６３８ ０ ６３８ ８ ５８０ ０ ００４

喷洒农药所用时间 ０ ７０８ ０ ０８９ １ １９０ ０ ３０３

性别 ０ ３７５ ０ ３７５ ５ ０４１ ０ ０２５

是否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０ ３４１ ０ ３４１ ４ ５８４ ０ ０３３

是否采用机器喷洒农药⁃性别 ０ ３３９ ０ ０６８ ０ ９１２ ０ ４７３

喷洒农药所用时间⁃是否采用机器

喷洒农药
０ ４４４ ０ １１１ １ ４９１ ０ ２０４

性别⁃是否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０ ４０８ ０ ４０８ ５ ４８２ ０ ０２０

喷洒农药所用时间⁃性别⁃是否采用

机器喷洒农药
０ ６５４ ０ １６３ ２ １９６ ０ ０６９

误差 ３１ ４７５ ０ ０７４

总计 ３７ ０００

校正的总计 ３３ ９４４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 女性、
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喷农药后不洗手为温棚种植人员

患消化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 而温棚种植面积、 喷洒

农药时间间隔为温棚种植人员患消化系统疾病的保护

因素。 详见表 ５。

表 ５　 温棚种植人员患消化系统疾病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ｄ Ｐ 值 ＯＲ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性别 １ ５５９ ０ ６７３ ５ ３６３ ０ ０２１ ４ ７５２ １ ２７１ １７ ７７２

是否采用机器喷洒农药 ２ ４７４ ０ ８５０ ８ ４６９ ０ ００４ １１ ８７３ ２ ２４３ ６２ ８４６

喷洒农药后不洗手 １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６

　 回家洗手 ５ ２７３ １ ７８４ ８ ７３４ ０ ００３ １９５ ００７ ５ ９０６ ６ ４３８ ７２７

　 立刻洗手 －０ ８１８ ０ ７２０ １ ２９３ ０ ２５５ ０ ４４１ ０ １０８ １ ８０８

温棚种植面积 －０ ５９７ ０ １５６ １４ ６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５５０ ０ ４０５ ０ ７４７
喷洒农药的间隔时间 －０ ２１４ ０ １０８ ３ ９４５ ０ ０４７ ０ ８０７ ０ ６５３ ０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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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消化系统疾病现今已经公认是温棚种植人员常见

的健康问题［５］。 本研究中温棚种植人员消化系统疾

病患病率为 ８ ２６％， 明显高于 ２００８ 年国家卫生服务

调查的我国 １５ 岁以上人口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

２ ４５％［６］， 与黄敏等［７］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从事温棚

种植作业人员是患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危人群。
本研究发现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率女性高于男

性， 原因可能为温棚种植多以家庭式作业为主， 男性

兼顾销售等工作， 女性相对于男性温棚内工作时间更

长； 使用机器喷洒农药较传统的人工喷洒农药方式患

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率高， 可能与使用机器喷洒时农

药喷洒面积更大、 雾化程度高人体易于接触吸收有

关［８，９］， 现已研究认为， 大量使用和接触农药以及接

触有毒有害物质是患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危因素［１０］。
温棚种植者喷洒农药后不洗手相比较喷洒农药后回家

洗手患消化系统疾病的比率高， 与张敏［１１］ 等研究结

果一致。 可能原因为温棚内高温、 高湿环境使大量病

菌滋生， 喷洒农药后作业人员双手沾有病菌及农药，
如不清洗双手， 病菌及农药通过手口途径进入人体引

起消化系统疾病， 而喷洒农药后是否换洗衣物及喷洒

农药后是否洗澡两因素组间内患消化系统疾病无明显

差异， 其原因可能为本地区温棚种植者喷洒农药前都

有检查喷雾器滴露等习惯， 此行为可大幅度减少衣物

及皮肤沾染农药量。 人体通过皮肤途径吸收药物效率

与通过消化、 呼吸系统等途径相比较低， 进入人体的

农药在一定低剂量内不会引起机体不良反应［１２］。 本

调查还发现温棚种植人员种植温棚面积越大患消化系

统疾病率越低， 可能与种植温棚面积越大密闭性越差

有关。 温棚种植经常大量使用含氮肥料， 当土壤 ｐＨ
值升高时会产生氨气挥发， 同时塑料薄膜选择不当可

能产生乙烯气体、 氯气、 二异丁酯等有害气体［１３，１４］。
在相对封闭性较差的温棚环境下残留的有害气体浓度

较低， 温棚作业者吸入低浓度有害气体的剂量减少，
从而降低了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 喷洒农药的间隔时

间越长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越低， 而喷洒农药的间

隔时间越短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越高。 有些温棚种

植者为了单一的追求作物的亩产量， 在病虫草害的高

发时节， 采用高频率、 高浓度喷洒农药的方式来防治

病虫害， 从而大大的增加了种植者的农药暴露接触剂

量［１５］， 易引发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
综上， 温棚种植者是消化系统疾病易患群体， 为

了降低该人群消化系统疾病的患病率， 种植者在使用

先进的机械喷洒农药时， 需同时做好自身防护， 喷洒

农药后需及时清洗双手， 减小接触农药的几率； 根据

棚内温度、 湿度情况合理增加棚内通风； 科学分配劳

动量， 不要过度疲劳种植； 按说明书合理使用农药，
杜绝高频率、 高浓度滥用农药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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