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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现况调查了解铅酸蓄电池企业女职工的生殖健康状况， 以期提出干预策略， 有效保护女职工

的生殖健康。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江苏省 ５ 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５６４ 名女职工的生殖健康

状况展开调查， 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为 ３０ ８５％， 不同岗位工作的女职工

月经异常率不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 ０３９， Ｐ＜０ ０１）； 流产率为 ２９ ４３％， 工龄＜１０ 年比≥１０ 年的女工流产

率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 ２２８， Ｐ＜０ ０５）； 不孕率为 ２５ ００％， 不同工龄和不同岗位女工的不孕率不同，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 ２４９， Ｐ＜０ ０５； χ２ ＝ １４ ０３９， Ｐ＜０ ０１）。 此外， 随着女职工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种类不同，
月经异常率和流产率存在差异， 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９ ０２１， Ｐ＜０ ０５； χ２ ＝ ８ ３６０， Ｐ＜０ ０５）。 结论　 江苏省部

分铅酸蓄电池制造企业的女职工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不同岗位和工龄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和不孕率不同， 多种职

业危害因素同时暴露可能会产生叠加作用， 加重对生殖健康的危害。 今后应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对铅酸蓄电池企业女

工采取更有效的防护措施， 加强培训和健康教育，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与意识， 保障女工生殖健康。
关键词： 铅酸蓄电池； 女职工； 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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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１］ ， 长期职业性接触铅、 镉、 汞、 氯化物、 苯、
噪声、 高温、 电磁辐射等职业危害因素均可引起女性生殖健

康异常。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江苏省 ５ 家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

的女职工职业危害因素接触情况及生殖健康状况； 探讨影响

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女职工重点生殖健康问题的因素， 为科

学制订预防控制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３—１０ 月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 ５ 家铅酸蓄电池

企业的女职工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均在被调查企业工作

满 １ 年， 且知情同意， 自愿参与此次调查研究。 共收集 ６００ 份

调查问卷， 剔除信息不全的 ３６ 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５６４ 份，
问卷有效率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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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编制

的 《典型行业女职工生殖健康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 （１） 基

本情况： 年龄、 婚姻状况、 学历、 收入等； （２） 工作相关情

况： 接害工龄、 岗位、 工作制度、 工作时间等； （３） 生殖健

康相关情况： 月经、 妊娠 （流产、 受孕） 情况等［２］ 。
１ ３　 质量控制

在调查正式开展之前， 首先对调查人员集中统一培训，
讲解本次研究的目的、 方法、 意义、 问卷内容以及填写注意

事项。 调查员在问卷调查现场回收问卷后进行审核和查漏，
后期由双人核查数据录入。
１ 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

量资料， 采用ｘ±ｓ 描述； 计数资料， 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
采用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计算调整后的比值比。
如无特殊说明，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Ｐ 值均为双侧概率。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女职工平均年龄 （４２ ８±５ １９） 岁， 其中 ３６～４５ 岁人数最

多， 占 ５７ ９８％ （３２７／ ５６４）； 平均工龄 （８ ６７± ４ ８２） 年， ≥１０
年的占 ５５ ６７％ （３１４ ／ ５６４）。 所调查的女职工文化程度普遍不

高， 初中及以下的占比最大 （７２ ５２％）； 年收入＜３ 万元者占

７４ ２９％。 见表 １。
表 １　 女职工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年龄（岁） 文化程度
　 ２４～３５ ４９ ８ ６９ 　 初中及以下 ４０９ ７２ ５２
　 ３６～４５ ３２７ ５７ ９８ 　 高中或中专 １３８ ２４ ４７
　 ４６～５８ １８８ ３３ ３３ 　 大专及本科 １７ ３ ０１
工龄（年） 年收入 （万元）
　 ＜５ １３８ ２４ ４７ 　 ＜１ ３１ ５ ５０
　 ５～９ １１２ １９ ８６ 　 １～ ＜３ ３８８ ６８ ７９
　 ≥１０ ３１４ ５５ ６７ 　 ３～ ＜５ １３５ ２３ ９４

　 ≥５ １０ １ ７７

２ ２　 职业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化学有害因素接触情况： ８６ ５２％ （４８８ ／ ５６４） 接触铅，
１４ １９％ （８０ ／ ５６４） 接触除铅以外其他有害化学因素， 不接触有

毒有害化学物的仅有 ３ ５５％ （２０ ／ ５６４）。 物理有害因素接触情

况： 接触噪声的最多， 占 ８１ ５６％ （４６０ ／ ５６４）； 其次为接触高温

（２１ ２８％， １２０ ／ ５６４）； 接触其他物理有害因素如振动、 紫外辐

射的占 ５ １４％ （２９ ／ ５６４）。 同一工作场所中女工往往同时接触

多种类别的有害因素。 见表 ２。
从岗位分布看， 涂片岗位的女职工数最多， 占 ２０ ０４％

（１１３ ／ ５６４）； 其次为化成和焊接岗位， 占 １４ ３６％ （８１ ／ ５６４） 和

１３ ３０％ （７５ ／ ５６４）； 配酸注酸、 包片和色胶岗位较少， 分别为

８ ８７％ （５０ ／ ５６４）、 ７ ６２％ （４３ ／ ５６４）、 ５ ８５％ （３３ ／ ５６４）。
２ ３　 生殖健康情况

女职工月经异常率为 ３０ ８５％ （１７４ ／ ５６４）， 其主要表现为

月经周期紊乱、 经量异常、 痛经以及持续时间异常等。 出现

月经异常的女职工中， 经量异常的比例最高， 达到 ４７ ７０％

表 ２　 女职工接触职业有害因素情况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化学有害因素 物理有害因素

　 铅 ４８８ ８６ ５２ 　 噪声 ４６０ ８１ ５６

　 汞 １２ ２ １３ 　 高温 １２０ ２１ ２８

　 甲酸 ２３ ４ ０８ 　 振动 ９ １ ６０

　 甲醛 ７ １ ２４ 　 紫外辐射 １６ ２ ８４

　 苯 １５ ２ ６６ 　 其他 ４ ０ ７１

　 其他 ２３ ４ ０８

（８３ ／ １７４）； 其次是周期紊乱 ３５ ６３％ （６２ ／ １７４）； 痛经和月经

持续时 间 异 常 占 比 较 低， 分 别 为 ２５ ２９％ （ ４４ ／ １７４ ） 和

２１ ２６％ （３７ ／ １７４）， 部分女职工出现多种月经异常的表现。
已婚女职工有流产史的占 ２９ ４３％ （１６６ ／ ５６４）， 其中， 流

产 １ 次的 ３６ １４％ （６０ ／ １６６）， ２ 次的 １２ ０５％ （２０ ／ １６６）， ≥３
次的 ４ ２２％ （７ ／ １６６）； 人工流产占比较高， 达 ２９ ５２％ （４９ ／
１６６）， 自然流产占 ９ ０４％ （１５ ／ １６６）。

已婚女职工中， 有正常性生活且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

下， 有 ７５ ００％ （４２０ ／ ５６０） 的女职工在 １ 年以内成功受孕； １
～ ＜ ２ 年怀孕的占 ２０ ８９％ （ １１７ ／ ５６０）， ≥２ 年的占 ４ １１％
（２３ ／ ５６０）。 见表 ３。
　 表 ３　 江苏省部分铅酸蓄电池厂女职工生殖健康情况 例（％）

项目　 　 　
工作年限 （年）

＜１０ ≥１０

月经情况

　 异常 ８７ （３４ ８０） ８７ （２７ ７１）

　 正常 １６３ （６５ ２０） ２２７ （７２ ２９）

受孕时间 （年）

　 ＜１ １９８ （７９ ２０） ２２２ （７０ ６１）

　 １～ ＜２ ４６ （１８ ４０） ７１ （２２ ９０）

　 ２～３ ４ （１ ６０） ９ （２ ９０）

　 ＞３ ２ （０ ８０） ８ （２ ５８）

流产情况

　 有 ８７ （３４ ８０） ７９ （２５ １６）

　 无 １６３ （６５ ２０） ２３５ （７４ ８４）

流产原因

　 自然流产 ５ （５ ７５） １０ （１２ ６６）

　 人工流产 ７ （８ ０１） ４２ （５３ １６）

　 其他 ８ （９ ２０） １５ （１８ ９９）

　 不详 ６７ （７７ ０１） １２ （１５ １９）

２ ４　 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 ４ １　 月经异常的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发现， 包片岗位的女

工月经异常率最高， 配酸注酸岗位最低， 不同岗位女职工的

月经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４ ０３９， Ｐ＜０ ０１）， 见表

４。 工作场所中不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接触一种职业有害因素

和接触多种职业有害因素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不同，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 ０２１， Ｐ＜０ ０５）， 且随着接触职业危害因

素数量的增加， 月经异常率有上升的趋势。 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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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流产影响因素　 不同工龄女职工流产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χ２ ＝ ６ ２２８， Ｐ＜０ ０５）， 见表 ４。 工作中不接触职业有害

因素、 接触一种职业有害因素和接触多种职业有害因素的女

工流产率不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８ ３６０， Ｐ＜ ０ ０５）。
回归模型校正年龄、 性别、 吸烟、 饮酒等环境混杂因素后，
工龄≥１０ 年者发生流产的风险小于＜１０ 年者。 见表 ６。
２ ４ ３　 受孕情况 　 ＷＨＯ 对于不孕的定义是男女双方同居 １
年以上， 有生育意愿和正常性生活， 并且在未采取避孕措施

的情况下， 未能受孕［３］ 。 本次调查发现， 工龄≥１０ 年的女职

工不孕率比＜１０ 年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４ ２４９， Ｐ＜
０ ０５）； 不同工作岗位女职工不孕率不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 ９２２， Ｐ＜０ ０５）， 其中焊接区的女工不孕率最低， 涂

片区的女工最高。 见表 ４。
回归模型校正年龄、 性别、 吸烟、 饮酒等环境混杂因素

后， 工龄≥１０ 年者发生不孕不育的风险是＜１０ 年者的 １ ５３ 倍，
提示工龄≥１０ 年可能是诱发不孕不育的危险因素。 见表 ６。

表 ４　 接铅女工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职业因素 人数
月经异常 流产 受孕情况 （＞１ 年）

例次（％） χ２值 Ｐ 值 例次（％） χ２值 Ｐ 值 例次（％） χ２值 Ｐ 值

工龄（年） ＜１０ ２５０ ８７ （３４ ８０） ３ ２８２ ＞０ ０５ ８７ （３４ ８０） ６ ２２８ ＜０ ０５ ５２ （２０ ８０） ４ ２４９ ＜０ ０５
≥１０ ３１４ ８７ （２７ ７１） ７９ （２５ １６） ８８ （２８ ０３）

岗位 涂片 １１３ ４２ （３７ １７） １４ ０３９ ＜０ ０１ ４０ （３５ ４０） ８ ４１３ ＞０ ０５ ３８ （３３ ６３） １０ ９２２ ＜０ ０５
焊接 ７５ １８ （２４ ００） １６ （２１ ３３） １１ （１４ ６７）
化成 ８１ ２２ （２７ １６） ２２ （２７ １６） １８ （２２ ２２）
配酸注酸 ５０ ６ （１２ ００） ８ （１６ ００） ８ （１６ ００）
包片 ４３ １７ （３９ ５３） １１ （２５ ５８） １１ （２５ ５８）

　 表 ５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类对生殖健康影响 例次（％）

危害种类数 人数 月经异常 流产 受孕异常

０ ４０ １３ （３２ ５） 　 ８ （２０ ０） ７ （１７ ５）

１ ３７７ １０８ （２８ ６） １０３ （２７ ３） ９４ （２５ ２）

２ ９９ ３５ （３５ ３） ４０ （４０ ４） ３０ （３０ ３）

３ １２ ８ （６６ ７） 　 ４ （３３ ３） ４ （３３ ３）
χ２ 值 ９ ０２１ ８ ３６０ ２ ９１６

Ｐ 值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表 ６　 工龄与不同疾病结局关联结果分析　 例（％）

疾病结局　 　 ＜ １０ 年 ≥１０ 年 Ｐ 值
调整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月经正常 否 ８７ （５０ ００） ８７ （５０ ００）
＞０ ０５

１

是 １６３ （４１ ７９） ２２７ （５８ ２１） ０ ８３ （０ ５８～１ ２１）

流产史 是 ８７ （５２ ４１） ７９ （４７ ５９）
＜０ ０５

１

否 １６３ （４０ ９５） ２３５ （５９ ０５） ０ ６５ （０ ４５～０ ９４）

不孕不育 是 ５２ （３７ １４） ８８ （６２ ８６）
＜０ ０５

１

否 １９８ （３８ ６７） ３１４ （６１ ３３） １ ５３ （１ ０１～２ ３０）

注： ∗， 经年龄、 吸烟及饮酒因素校正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的女职工工作岗位主要包括涂片、 焊接、 化成、
配酸注酸、 包片等， 以上工作岗位均职业性接触铅烟或铅尘。
除铅外， 涂片岗位还会接触到高温、 噪声、 酸等职业危害因

素， 焊接岗位则涉及高温、 噪声等职业危害因素， 化成岗位

和配酸注酸岗位多接触到酸性化学物， 而包片岗位则还会接

触到噪声、 高温等职业危害因素。 据相关文献显示， 职业性

铅接触可以引起女工月经异常， 包括周期异常、 经量减少、
痛经等， 同时还会影响妊娠及其子代发育， 主要表现为增加

妊娠合并高血压、 早产、 自然流产和死胎死产的发生率［４，５］ 。
噪声对女性生殖健康的非特异性影响表现为周期异常、 经量

异常、 痛经等。 另有相关研究表明， 噪声可致妊娠并发症增

多， 对妊娠结局也有一定影响， 可致早产率、 自然流产率

增加［６］ 。
本次调查中不同工作岗位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和不孕率

存在差异，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涂片岗位的女职工流产率、
不孕率均明显高于其他岗位， 月经异常率仅次于包片岗位；
配酸注酸岗位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 流产率均最低， 不孕率

仅高于焊接岗位。 这可能与岗位间接触的职业危害种类、 操

作方式和作业场所通风排尘效果有关。 本次调查显示， 工作

场所中不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接触单一职业有害因素和接触

多种职业有害因素的女职工， 其月经异常率和流产率存在差

异；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越多， 月经异常率、 流产率越高。
本次调查通过回归模型校正年龄、 性别、 吸烟、 饮酒等

环境混杂因素影响后， 工龄≥１０ 年者发生不孕不育的风险是

工龄＜１０ 年者的 １ ５３ 倍， 而工龄≥１０ 年的女职工流产率低于

工龄＜１０ 年者。 以往研究认为， 作业人员的职业暴露年限与其

血铅水平成正比， 且血铅水平越高其流产率越高［７］ 。 其原因

可能为本次调查无血铅指标及未设不暴露人群作对照， 只是

单纯基线调查。 此外， 或许是出于隐私考虑， 工龄＜１０ 年有流

产史的女工有 ７７％并未在问卷中填写流产原因， 工龄≥１０ 年

有流产史的女工有 ５３％因为暂不想生育而选择了人工流产，
以上因素对研究职业暴露可否致流产率上升产生了干扰。

本次调查的女职工平均年龄 （４２ ８±５ １９） 岁， 呈现文化

程度、 家庭收入和自我防护意识普遍偏低的特点； 部分蓄电

池厂接铅工人甚至存在车间内饮水或进食， 下班后未及时洗

澡和更换工作服等情况； 部分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所用

工艺设备落后， 设备防护能力不足， 有的甚至没有通风排毒

及净化除尘设施， 防护效能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有效个人防

护设施配备不全， 作业人员岗前体检及职业卫生培训不到位；
这些因素均增大了职业有害因素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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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和职业卫生监管机构应重视铅酸蓄电池企业的

职业病防治工作， 落实好妇女劳动保护政策， 合理安排女职

工工作岗位， 加强防护培训教育， 减少女职工接触有害因素

的机会与浓度， 这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还关系家庭幸

福和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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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２． 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要： 在江苏、 湖北、 山东、 甘肃 ４ 省选取服务、 医疗卫

生、 蓄电池制造、 机械制造、 冶金、 电子、 电力及采矿行业

的 １０ ４９６ 名女职工进行横断面调查。 结果显示， 女职工月经

异常率为 ２１ ４１％， 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及症状发生率为

２５ ８２％， 新生儿出生结局异常率 １９ ４６％， 妊娠期特有疾病患

病率 ２５ ７５％， 且尤以接触职业危害因素、 不良职业模式的女

职工发生率高 （Ｐ＜０ ０５）。 提示女职工生殖健康状况与行业、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 不良工作模式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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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５２－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４ ００４
职业女性的生殖健康状况是生育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母

亲的职业特征及职业模式不仅影响自身生殖健康状况， 还通

过妊娠期特有疾病和不良出生结局影响子代健康。 研究表明，
暴露于职业危害因素、 不良工作体位 （久坐或持久性站立）、
不良工作组织和管理模式 （轮班作业） 等均可对职业女性生

殖健康及子代健康产生不利影响［１，２］ 。 本课题组前期针对存在

职业危害因素暴露、 女职工较为稳定的典型行业开展调

查［３，４］ ， 本调查结合前期的研究结果和职业特征， 分别选取存

在职业危害暴露、 不同职业特征和职业模式的 ８ 类典型行业

女职工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不同行业、 不同劳动组织形

式下女职工生殖健康、 孕期健康及出生结局的分布情况， 探

讨职业模式对女职工生殖健康的相关影响， 为女工劳动保护

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６—１１ 月在甘肃、 江苏、
山东、 湖北 ４ 省， 选取服务 （超市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 医

疗卫生、 蓄电池制造、 机械制造、 冶金、 电子、 电力及采矿 ８
类典型行业的在岗女职工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为 ２０ ～ ５０ 岁

女职工， 无生殖系统肿瘤家族史， 既往无全身各系统恶性肿

瘤病史。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１ １０９ 份， 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１０ ４９６份， 应答率为 ９４ ４８％。
１ ２　 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调查形式， 每省选择 ２ ～ ３ 个行业。 使用项

目组统一编制的 《女职工生殖健康调查问卷》， 采用信息化平

台由调查员统一分发调查问卷入口， 集中管理。 调查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 职业模式和生殖情况三部分。
１ ３　 判定标准

１ ３ １　 月经异常　 近 ６ 个月内有如下情况： （１） 月经周期及

持续时间的异常， 周期＜２１ ｄ 或＞３５ ｄ 或无规律， 月经持续时

间＞７ ｄ； （２） 经量异常， 经量比正常时多或少 １ ／ ２； （３） 痛

经， 经前期或经期伴有下腹部疼痛； （４） 月经淤血， 经血中

存在肉眼可见血块［５］ 。
１ ３ ２　 生殖系统感染及症状　 患有阴道炎、 宫颈炎、 子宫附

件炎、 盆腔炎， 自述外阴瘙痒、 白带异常症状， 近 ６ 个月内

患有或自述至少以上 １ 种疾病或症状者记为 １ 人。
１ ３ ３　 妊娠期特有疾病 　 最近一胎怀孕期间出现先兆流产、
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剧吐、 妊娠期贫血至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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