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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纺织企业女工生殖道感染 （ＲＴＩｓ） 现状， 分析影响女工 ＲＴＩｓ 的危害因素， 为制定健康保

护和劳动防护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 通过整群抽样法选取广西某纺织企业女工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
χ２检验和非条件二分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影响女工 ＲＴＩｓ 的危害因素。 结果　 在 ５９２ 名纺织女工中， 有 １５６ 人

（２６ ３５％） 近 ６ 个月出现过 ＲＴＩｓ 症状， 其中以阴道炎为主 （１２ ５０％）， 其次分别为宫颈炎 （５ ０７％） 和白带异常

（４ ９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噪声、 搬运重物、 流产史、 月经异常是 ＲＴＩｓ 的促发因素 （Ｐ＜０ ０５）。 结论

　 纺织企业女工 ＲＴＩｓ 的患病率较高， 职业因素不可忽视， 应针对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保护女

工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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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生殖道感染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ＴＩｓ） 是由于受细菌、 病毒、 支原体、 霉菌、 滴虫等

多种病原体侵袭而引起的一系列感染性疾病， 是女性

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ＲＴＩｓ 不仅可以引发自身

生殖系统的疾病， 还可能通过母婴传播影响胎儿的健

康， 甚至增加感染或者传播其他传染性疾病的风

险［１，２］。 纺织业是一个高劳动密集度的产业， 一线工

人绝大部分是女工， 其生产环境中存在多种职业病危

害因素， 对纺织女工的精神、 心理、 身体的健康状况

造成了一定的损害［３⁃７］。 本研究旨在了解广西纺织企

业女工 ＲＴＩｓ 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 为有关部门针对

纺织女工制定健康保护和劳动防护策略提供科学

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选取广西某纺织企

业全体 ６９１ 名女工进行生殖健康状况的问卷调查， 回

收有效问卷 ５９２ 份， 有效回收率为 ８５ ６７％。 所有研

究对象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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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行业女工生殖健康研究》
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前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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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统一说明调查目的及填写要求， 调查对象通过

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调查问卷， 并在调查员的指导下

现场自行填写。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 职

业情况、 疾病史、 流产史、 生殖健康状况等。
１ ３　 统计分析　 调查结束后，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问卷系统中导出 Ｅｘｃｅｌ 数据表格， 并由调查员

对数据进行复核及修正。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进行描

述， 单因素采用 χ２检验分析， 多因素采用非条件二

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双侧检验 Ｐ＜０ ０５，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纺织企业的生产特点和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纺织企业主要生产纱线、 坯布、 床品、 服饰等产

品， 包括少数民族用品花线、 白胚布、 线毯、 包夹布

等。 纺织企业流程性较为突出， 加工方式为多机台，
其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料预处理、 纺纱、 机织准

备、 织造、 印染、 整理入库等，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包括棉尘、 噪声、 高温、 不良工作模式等。
２ ２　 基本情况　 ５９２ 名纺织女工平均年龄 （４０ ７４±
６ ７６） 岁 （ １７ ～ ５３ 岁 ）， 以 ３６ ～ ４５ 岁 居 多， 占

４９ ６６％； 民族以壮族为主， 占 ６７ ２３％； 已婚者占

９１ ８９％；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者占 ７０ ４４％； 个人年

收入＜３ 万元者占 ７７ ７０％。 详见表 １。

表 １　 纺织女工基本情况

个体特征 　 　 人数（％） 个体特征 　 　 人数（％）

年龄 （岁） 婚姻状况

　 ≤３５ １３５（２２ ８０） 　 未婚 ２８（４ ７３）

　 ３６～４５ ２９４（４９ ６６） 　 已婚 ５４４（９１ ８９）

　 ＞４５ １６３（２７ ５３） 　 丧偶 １０（１ ６９）

民族 　 不详 １０（１ ６９）

　 汉族 １６８（２８ ３８） 个人年收入（万元）

　 壮族 ３９８（６７ ２３） 　 ＜３ ４６０（７７ ７０）

　 其他 ２６（４ ３９） 　 ３～６ １０１（１７ ０６）

文化程度 　 ＞６ １４（２ ３６）

　 初中及以下 ４１７（７０ ４４） 　 无收入 １７（２ ８７）

　 高中或中专 １１８（１９ ９３）

　 大专及以上 ５７（９ ６３）

２ ３　 职 业 情 况 　 ５９２ 名女工工龄 ≤ １０ 年者占

５７ ２６％， 日平均工作时间 ８ ～ １２ ｈ 者占 ４６ ６２％， 工

作形式以夜班轮班为主 （５７ ０９％）， 工作时需长时

间走 动 者 占 ５８ ４５％， 每 天 需 要 搬 运 重 物 者 占

６１ ４９％；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者占 １７ ４０％， 其中接触

单一有害因素者 ４０ 人 （６ ７６％）， 同时接触≥２ 种有

害因素者 ６３ 人 （１０ ６４％）。 详见表 ２。

表 ２　 纺织女工职业情况

职业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工龄（年） 　 ≤１０ ３３９ ５７ ２６

　 　 　 　 　 ＞１０ ２５１ ４２ ４０

　 　 　 　 　 缺失 ２ ０ ３４

日平均工作时间（ｈ） 　 ≤８ １９６ ３３ １１

　 　 　 　 　 　 　 　 　 　 ８～１２ ２７６ ４６ ６２

　 　 　 　 　 　 　 　 　 　 ＞１２ １２０ ２０ ２７

工作形式　 白班 １９０ ３２ ０９

　 　 　 　 　 白班轮班 ３７ ６ ２５

　 　 　 　 　 夜班轮班 ３３８ ５７ ０９

　 　 　 　 　 其他 ２７ ４ ５６

工作体位　 长时间站立 １３４ ２２ ６４

　 　 　 　 　 长时间坐姿 ３８ ６ ４２

　 　 　 　 　 长时间走动 ３４６ ５８ ４５

　 　 　 　 　 可随意调整 ２７ ４ ５６

　 　 　 　 　 不确定姿势 ４７ ７ ９４

每天搬运重物　 是 ３６４ ６１ ４９

　 　 　 　 　 　 　 否 ２２８ ３８ ５１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　 是 １０３ １７ ４０

　 　 　 　 　 　 　 　 　 否 ２８４ ４７ ９７

　 　 　 　 　 　 　 　 　 不清楚 ２０５ ３４ ６３

２ ４　 近 ６ 个月 ＲＴＩｓ 状况　 ５９２ 名女工近 ６ 个月出现

ＲＴＩｓ 症状 １５６ 人， 患病率 ２６ ３５％， 其中以阴道炎

（１２ ５０％） 为主， 其次为宫颈炎 （５ ０７％） 和白带

异常 （４ ９０％）， 详见表 ３。 １５６ 例患者中， 出现 １ 种

症状者占 ８７ １８％ （１３６ 例）、 ２ 种症状者占 ７ ６９％
（１２ 例）、 ≥３ 种症状者占 ５ １３％ （８ 例）。

表 ３　 近 ６ 个月 ＲＴＩｓ 状况

症状　 　 　 　 例次 患病率 （％）

宫颈炎 ３０ ５ ０７

盆腔炎 ２１ ３ ５５

子宫附件炎 ４ ０ ６８

阴道炎 ７４ １２ ５０

外阴瘙痒 ２７ ４ ５６

白带异常 ２９ ４ ９０

２ ５　 ＲＴＩｓ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ＲＴＩｓ 症状与搬运

重物、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或噪声、 流产史、 曾患妊娠

特有症状及月经异常有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详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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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ＲＴＩｓ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ＲＴＩｓ［例（％）］ χ２值 Ｐ 值 因素　 　 　 　 人数 ＲＴＩｓ［例（％）］ χ２值 Ｐ 值

年龄 （岁） ０ ４３３ ０ ８０５ 工作形式 ２ １６３ ０ ５３９
　 ≤３５ １３５ ３４ （２５ １９） 　 白班 １９０ ５５ （２８ ９５）
　 ３６～４５ ２９４ ８１ （２７ ５５） 　 白班轮班 ３７ １２ （３２ ４３）
　 ＞４５ １６３ ４１ （２５ １５） 　 夜班轮班 ３３８ ８３ （２４ ５６）
民族 ３ ０９ ０ ２１３ 　 其他 ２７ ６ （２２ ２２）
　 汉族 １６８ ４６ （２７ ３８） 日平均工作时间 （ｈ） ０ ４５１ ０ ７９８
　 壮族 ３９８ １０７ （２６ ８８） 　 ≤８ １９６ ５５ （２８ ０６）
　 其他 ２６ ３ （１１ ５４） 　 ８～１２ ２７６ ７０ （２５ ３６）
婚姻状况 ４ ９３３ ０ １７１ 　 ＞１２ １２０ ３１ （２５ ８３）
　 未婚 ２８ 　 ５ （１７ ８６） 每天搬运重物 ４ ５１３ ０ ０３４
　 已婚 ５４４ １４８ （２７ ２１） 　 是 ３６４ １０７ （２９ ４０）
　 丧偶 １０ 　 ３ （３０ ００） 　 否 ２２８ ４９ （２１ ４９）
　 不详 １０ ０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 ６ ７９１ ０ ０３４
文化程度 １ ０４８ ０ ５９２ 　 是 １０３ ３３ （３３ ０４）
　 初中及以下 ４１７ １０５ （２５ １８） 　 否 ２８４ ６１ （２１ ４８）
　 高中或中专 １１８ ３５ （２９ ６６） 　 不清楚 ２０５ ６２ （３０ ２４）
　 大专及以上 ５７ １６ （２８ ０７） 接触粉尘 ２ ３２２ ０ １２８
个人年收入 （万元） ３ ２３１ ０ ３４８ 　 是 ８８ ２９ （３２ ９５）
　 ＜３ ４６０ １２４ （２６ ９６） 　 否 ５０４ １２７ （２５ ２０）
　 ３～６ １０１ ２８ （２７ ７２） 接触噪声 ７ ６２ ０ ００６
　 ＞６ １４ 　 １ （７ １４） 　 是 ７０ ２８ （４０ ００）
　 无收入 １７ 　 ３ （１７ ６５） 　 否 ５２２ １２８ （２４ ５２）
工龄 （年） １ ４７７ ０ ４２９ 流产史 ３６ ２６１ ＜０ ００１
　 ≤１０ ３３９ ８４ （２４ ７８） 　 有 １７０ ７４ （４３ ５３）
　 ＞１０ ２５１ ７２ （２８ ６９） 　 无 ４２２ ８２ （１９ ４３）
　 缺失 ２ ０　 　 　 曾患妊娠特有症状 １３ ３１５ ＜０ ００１
工作体位 １ ７４１ ０ ７８３ 　 有 ２０５ ７０ （３４ １５）
　 长时间站立 １３４ ３４ （２５ ３７） 　 无 ３８７ ８６ （２２ ２２）
　 长时间坐姿 ３８ １２ （３１ ５８） 月经情况 ７ ５５４ ０ ０２３
　 长时间走动 ３４６ ９１ （２６ ３０） 　 正常 ４４０ １０４ （２３ ６４）
　 可随意调整 ２７ ５ （１８ ５２） 　 异常 １１９ ４３ （３６ １３）
　 不确定姿势 ４７ １４ （２９ ７９） 　 绝经 ３３ ９ （２７ ２７）

２ ６　 ＲＴＩｓ 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将 ＲＴＩｓ 作为因

变量 （无感染 ＝ ０、 有感染 ＝ １）， 将单因素分析结果

中 Ｐ＜０ ０５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得

到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６０ ７７４， Ｐ＜
０ ００１）。 结果显示， 接触噪声、 每天搬运重物、 有

流产史和月经异常是 ＲＴＩｓ 的促发因素。 详见表 ５。

３　 讨　 论

纺织企业以女性工人居多， 生产过程中面临着粉

尘、 噪声等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对女职工身体健康

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调查发现， 该纺织企业女工平均年龄偏大、 少

数民族、 已婚、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低收入、 夜班

轮班、 每天搬运重物等的比例较高。 纺织女工近 ６ 个

月 ＲＴＩｓ 的患病率为 ２６ ３５％， 低于黄翔等［８］报道的广

西制糖企业女工 （３１ ２７％）、 高于彭忠革等［９］ 报道

的广西铁路系统女工 （２２ ９０％） 的调查结果， 与北

京市 环 卫 女 工 （ １１ ３％ ～ １３ ４６％）、 女 性 护 士

（１０ ３０％） 的结果相比亦处于较高水平［１０⁃１２］。 ＲＴＩｓ
症状 居 前 三 位 的 为 阴 道 炎 （ １２ ５０％）、 宫 颈 炎

（５ ０７％） 和白带异常 （４ ９０％）， 与近年我国部分

地区女工生殖系统健康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１０， １２］。
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 纺织女工 ＲＴＩｓ 在每天搬

运重物、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 噪声、 有流产史、 曾患

妊娠特有症状、 月经异常等因素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５）； 尽管女工中少数民族、 夜班轮班的

人数较多， 但对女工 ＲＴＩｓ 无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多因

素分析发现， 接触噪声、 每天搬运重物、 有流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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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ＲＴＩｓ 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每天搬运重物 ０ ５１７ ０ ２１６ ５ ７１ ０ ０１７ １ ６７７ １ ０９７～２ ５６４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

　 否 — — ２ ７０１ ０ ２５９ — —

　 是 －０ ７６９ ０ ５４ ２ ０２８ ０ １５４ ０ ４６４ ０ １６１～１ ３３６

　 不清楚 ０ １０９ ０ ２２７ ０ ２３１ ０ ６３１ １ １１５ ０ ７１５～１ ７４０

接触噪声 １ ２６６ ０ ５７５ ４ ８４７ ０ ０２８ ３ ５４７ １ １４９～１０ ９５１

流产史 １ １７７ ０ ２１ ３１ ４６ ０ ３ ２４４ ２ １５０～４ ８９４

曾患妊娠特有症状 ０ ３３４ ０ ２０９ ２ ５５８ ０ １１ １ ３９７ ０ ９２７～２ １０４

月经情况

　 正常 — — ９ ４３５ ０ ００９ — —

　 异常 ０ ７３ ０ ２３８ ９ ４３３ ０ ００２ ２ ０７５ １ ３０２～３ ３０６

　 绝经 ０ １７１ ０ ４３ ０ １５８ ０ ６９１ １ １８６ ０ ５１１～２ ７５３

常数 －２ １２８ ０ ２２８ ８７ ４６３ ０ ０ １１９ —

　 　 注： 自变量赋值， 每天搬运重物， 不需要＝ ０、 需要＝ １； 接触有害因素， 否＝ ０、 是＝ １、 不清楚＝ ２； 接触噪声， 否＝ ０、 是＝ １； 流产史， 无 ＝

０、 有＝ １； 曾患妊娠特有症状， 无＝ ０、 有＝ １； 月经情况， 正常＝ ０、 异常＝ １、 绝经＝ ２。

月经异常是影响纺织女工近 ６ 个月 ＲＴＩｓ 的危险因素

（Ｐ＜０ ０５）， 其中接触噪声、 每天需要搬运重物为职

业危害因素。 以往有研究表明， 长期接触噪声、 长时

间站立等职业有害因素不但会影响纺织女工的月经状

况［３⁃６］， 也会影响女工的妊娠结局， 增加流产、 早产

和 ＲＴＩｓ 的风险［５］。 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女性， 多伴有

疲劳、 腰痛、 膝痛、 手脚麻痹等症状， 还可能引起痛

经、 月经过多、 月经不规则或闭经等月经异常情

况［１３，１４］。 负重作业时， 由于腹压增加， 子宫、 阴道

等盆部器官被迫暂时下垂， 增加孕妇流产及早产的风

险， 长期持续作业可能导致子宫移位及生殖器官下

垂。 噪声则有可能通过影响人体神经内分泌调节功

能， 使月经功能紊乱［１５］， 增加 ＲＴＩｓ 发生的风险。 因

此， 相关部门及企业应对纺织企业女工的职业和生殖

健康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加强对女工职业病防治和女

性保健知识的宣教， 重视和做好纺织女工的劳动保

护， 改善作业环境， 对出现 ＲＴＩｓ 或相关疾病的女工

及时调离接害岗位，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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