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讨　 论

无锡市自 １９７５ 年以来共报道尘肺病 ５ ８０９ 例，
现生存 ３ ７５３ 例、 死亡 １ ７９８ 例、 失访 ２５８ 例。 地区

分布显示， 江阴市与宜兴市的患病例数及患病严重程

度均位居前两位， 这与两市曾有数个采石厂及煤矿企

业有关。 无锡市大多外资企业聚集于新吴区， 职业健

康管理制度相对完善， 尘肺早期 （壹期） 发现率较

高。 江阴市病例多为早期采石场工人， 文化程度低，
对尘肺相关知识了解较少， 多为出现明显症状才去就

诊， 因此高期别尘肺病例比例较高。 梁溪区病例多数

来自较早已关闭的工厂， 年龄较高， 死亡人数较多。
病种分布显示， 除了矽肺与煤工尘肺外， 无锡市作为

轻工业与紫砂茶壶重要产地， 其电焊工尘肺、 陶工尘

肺以及铸工尘肺病例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且电焊工尘

肺以壹期轻症为主。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尘肺发病率达到

了峰值，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再次上升， 随后一直呈下降

趋势， 说明无锡市整体尘肺病防控政策较为稳定， 无

大的波动， 但尘肺防控工作仍有提升空间。 尘肺病例

行业分布以采矿业、 非金属矿物以及设备制造业为

主， 与无锡市地方重点行业分布特点相关。 无锡市对

于尘肺病例的保障政策， 各区 （市） 有所区别， 江

阴市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 其余区 （市）
以工伤保险保障比例居多。 由于此次为回顾性调查，
很多病例诊断日期较早， 当时企业与员工均缺乏相关

意识， 国家也无相应强制政策， 因此工伤保险投保整

体比例不高。 综合以上分析， 建议： （１） 加强江阴

市与宜兴市尘肺病的防治力度， 并在社会保障政策上

有所倾斜。 重点加强新吴区壹期尘肺病例与梁溪区现

患病例的健康监护水平， 防止病情进展， 降低死亡

率。 （２） 各类别尘肺严重程度不同， 在对待病例的

保障与重视程度上需有所区别， 加强高期别尘肺病例

的随访， 满足其相应医疗需求， 降低死亡率。 （３）
加强地方政府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政策的制定、 执行

和监管， 加强医疗卫生防治与企业粉尘危害控制部门

的协调合作， 改变现有预防措施脱节状况， 使尘肺病

各预防环节连续顺畅， 在稳定的基础上显著降低尘肺

病发病水平。 （４） 根据采矿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尘肺病分布特征， 制定相应防治

措施， 做到防控行业有重点， 重点岗位有保障。 （５）
对于现患病例， 一方面要做到无保障人员清零， 加强

企业工伤保险投保工作， 增强患者自我维权与获取合

理保障意识； 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保障水平， 增强患者

的社会满意度， 逐步保持社会稳定。
无锡市尘肺现患人数位居江苏省首位， 本调查旨

在摸清全市尘肺病例的生存现状以及保障情况， 并通

过时间、 空间与患者一般基线情况的 “三间” 分布

分析， 为政府制定尘肺病相关防治与保障政策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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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对青海省冶金、 化工、 铁

路、 制酒及其他行业 ３ ８４８ 名女职工进行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妇科疾病、 月经异常和不孕是女职工主要的生殖健康问题，
以制酒和铁路行业发病率较高。 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不良体

位、 工作负荷大等是影响女职工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 应加

强职业卫生防护和健康教育， 改善工作模式， 保护女职工身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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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监测报

告显示， ２０１６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

员比例的 ４３ １％， 超出规定 ４０％的目标［１］。 女职工

生殖健康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利益， 还关系到未来我国

人口素质及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２］。 本研究通过

对青海省部分行业女职工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 为促

进女职工生殖健康提供依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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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３—１１ 月青海省冶金、 化

工、 铁路、 制酒及其他行业 ３ ８４８ 名一线女职工作为

调查对象， 进行生殖健康状况问卷调查。
１ ２　 方法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

毒控制所统一组织， 通过横断面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

编制的 《女职工生殖健康调查问卷》 进行调查。 内

容包括基本情况、 职业接触和生殖生育情况共三大类

２３ 个子题。 所有调查对象自愿参与， 并知情同意。
１ ３　 判定标准 　 （ １） 妇科疾病： 患有子宫肌瘤、
卵巢疾病、 乳腺增生、 恶性肿瘤， 自述阴道炎、 宫颈

炎、 子宫附件炎、 盆腔炎等症状， 近 ３ 个月内患有或

自述至少以上 １ 种疾病或症状者。 （２） 月经异常：
近 ３ 个月内月经周期紊乱、 经量增多或减少、 淤血

多、 痛经、 持续时间变化出现 １ 种及以上者。 （３） 不

孕： 男女双方同居 １ 年以上， 有生育意愿和正常性生

活， 在无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未能受孕。
１ ４　 质量控制　 全部调查人员经过统一培训， 对调

查对象进行现场指导， 问卷完成后由专业人员仔细审

核， 对漏填、 错填问卷由调查对象本人及时修改， 剔

除空白或重复等不合格问卷。
１ ５　 统计分析　 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

生与中毒控制所建立的数据库， 由专人统一录入数

据， 应用 ＳＡＳ９ ３ 软件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检验显著性水平 α ＝ ０ ０５； 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法， 进入标准 ０ ０５， 删除标准 ０ １０，
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 ３ ８４８ 名女职工， 以冶金行

业人数最多， 占 ４９ ２２％； 年龄 １９～５５ 岁， 平均 （３７ ５±
８ ０） 岁， 其中， 冶金行业女工平均年龄 （３９ ５±７ ９）
岁、 化工 （３７ ５±７ ５） 岁、 铁路 （３７ ０±９ ５） 岁、 制酒

业 （３７ ３±６ ４） 岁； ＞３５～４５ 岁组人数最多， 占总人数

的 ４３ ９７％； 已婚者占 ７９ ０５％。 见表 １。
２ ２　 不良职业特征情况　 包括不良体位 （长时间站立、
长时间坐位、 流动性大）、 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不良生

活习惯、 工作班制 （轮班、 加班、 夜班）、 视频作业和

工作负荷， 分别占 ６９ ４１％、 ６３ ８３％、 ５３ ３％、 ５２ ０４％、
２１ ４１％和 ２０ ０４％。 其中， 冶金和化工行业以接触职业

有害因素为主， 铁路和制酒业以不良体位为主。

表 １　 女职工基本情况

特征因素 人数％ 项目 人数％

年龄（岁） 　 ＜２５ ３４３ （８ ９１） 行业　 冶金 １ ８９４（４９ ２２）
　 　 　 　 　 ２５～３５ １ ０９９ （２８ ５６） 　 　 　 化工 ６９６（１８ ０９）
　 　 　 　 　 ＞３５～４５ １ ６９２ （４３ ９７） 　 　 　 铁路 ４１９（１０ ８９）
　 　 　 　 　 ＞４５ ７１４ （１８ ５６） 　 　 　 制酒 ２９１（７ ５６）
婚姻状况　 已婚 ３ ０４２ （７９ ０５） 　 　 　 其他ｂ ５４８（１４ ２４）
　 　 　 　 　 未婚 ４９５ （１２ ８６） 合计 ３ ８４８（１００ ００）
　 　 　 　 　 其他ａ ３１１ （８ ０８）

　 注： ａ， 包括离异、 分居、 丧偶； ｂ， 包括行政机关、 通信、 金融、
机械制造、 餐饮和家政等。

２ ３　 生殖健康状况 　 女职工妇科疾病发病率为

３３ ６８％， 以行业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制酒、 铁路、
化工、 冶金、 其他； 月经异常率为 １６ ６１％， 由高到

低依次为制酒、 铁路、 冶金、 化工、 其他； 不孕率

１９ ２１％， 由高到低依次为其他、 冶金、 制酒、 铁路、
化工。 不同行业间女职工生殖健康异常率比较，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行业女职工生殖健康异常情况　 人（％）

行业 人数 已婚 妇科疾病 月经异常 不孕

冶金 １ ８９４ １ ６７９ ５７７ （３０ ４６） ２８３ （１４ ９４） ３３２ （１９ ７７）

化工 ６９６ ６０４ ２４９ （３５ ７８） ９０ （１２ ９３） ９０ （１４ ９０）

铁路 ４１９ ３２０ １６７ （３９ ８６） ９８ （２３ ３９） ５１ （１５ ９４）

制酒 ２９１ ２７９ １６０ （５４ ９８） ９９ （３４ ０２） ５４ （１９ ３５）

其他 ５４８ ４７１ １４３ （２６ ０９） ６９ （１２ ５９） １１７ （２４ ８４）

合计 　 ３ ８４８　 　 　 ３ ３５３　 　 　 １ ２９６ （３３ ６８）　 　 ６３９ （１６ ６１）　 ６４４ （１９ ２１）
χ２值 ９０ ５２９８ ９４ ６００３ １９ ４０７５

Ｐ 值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７

２ ４　 生殖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２ ４ １　 妇科疾病　 以妇科疾病为因变量， 接触职业

有害因素、 工作班制、 不良体位、 工作负荷、 视频作

业、 不良生活习惯作为自变量，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结果显示， 除视频作业外， 其他变量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 为妇科疾病的危险因素。 见表 ３。

表 ３　 妇科疾病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自变量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 （Ｂ） ９５％ＣＩ
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０ ５６１ ０ ０７７ ５２ ６２２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５７０ ０ ４９０～０ ６６４
不良生活习惯 －０ ３１７ ０ ０７６ １７ ３１７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２８ ０ ６２７～０ ８４５
工作负荷 －０ ２９６ ０ ０８５ １２ １１０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７４４ ０ ６２９～０ ８７９
工作班制 －０ ３２９ ０ ０７９ １７ ４３５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１９ ０ ６１６～０ ８４０
不良体位 ０ ２６３ ０ ０８０ １０ ７６７ １ ０ ００１ １ ３００ １ １１２～１ ５２１
常量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４ １ ０１３ １ ０ ３１４ ０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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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月经异常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除接触职

业有害因素、 不良体位外， 不良生活习惯、 视频作

业、 工作负荷和不良工作班制均会增加月经异常的风

险。 见表 ４。

表 ４　 月经异常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自变量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 （Ｂ） ９５％ＣＩ

不良生活习惯 －０ ３７５ ０ ０９６ １５ ３０５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６８７ ０ ５７０～０ ８２９
视频作业 ０ ２８６ ０ １１２ ６ ５３３ １ ０ ０１１ １ ３３２ １ ０６９～１ ６５９
工作负荷 －０ ２８６ ０ １０３ ７ ６５０ １ ０ ００６ ０ ７５１ ０ ６１４～０ ９２０
不良工作班制 －０ ２３５ ０ ０９５ ６ １７９ １ ０ ０１３ ０ ７９１ ０ ６５７～０ ９５２
常量 －１ ３００ ０ １４８ ７７ ６２５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２

２ ４ ３　 不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只有工作负荷 可能会增加女职工不孕的风险。 见表 ５。

表 ５　 不孕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自变量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 （Ｂ） ９５％ＣＩ

工作负荷 －０ ２４１ ０ １０４ ５ ３７８ １ ０ ０２０ ０ ７８６ ０ ６４１～０ ９６３
常量 －１ ４３７ ０ ０９１ ２４７ ０６５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２３８

３　 讨　 论

生殖健康是职业女性健康的核心问题。 本次调查

涉及的企业均为青海省女职工分布较广的典型行业，
能较准确地反映女职工普遍存在的生殖健康问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青海省女职工妇科疾病异常

率为 ３３ ６８％， 高于全国水平 （１８ ２９％）； 月经异常

率 １６ ６１％、 不 孕 率 １９ ２１％， 均 低 于 全 国 水 平

（２８ １４％， ２４ ２６％） ［３］。 妇科疾病与女工接触职业有

害因素、 不良体位、 不良生活习惯、 工作负荷大等多

种危害因素有关。 本次调查有 ６３ ８３％的女职工不同

程度的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并以苯或苯系物、 二硫化

碳、 甲醛等化学有害因素和噪声、 高温、 振动等物理

有害因素为主。 职业接触重金属、 有机溶剂及有机磷

农药等化学有害因素和噪声、 高温、 电离辐射等物理

有害因素可导致女性月经异常及妇科疾病， 易造成不

孕、 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结局［４⁃６］。 因此， 企业应改

进生产工艺， 定期开展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监测， 严格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女职工保健工

作规定》 等法律法规保护女职工身体健康。
制酒业是青海省女职工比较集中的典型行业， 工

作中存在不良体位的比例最高， 占 ９３ ８％。 该行业

女职工主要从事包装、 灌装、 搬运重物等作业， 处于

长时间站立、 工作负荷大的不良工作模式。 长时间强

迫体位和负荷作业严重影响女职工盆腔器官， 导致子

宫下垂等妇科疾病。 月经期间长时间站立， 因重力作

用影响静脉回流， 下半身血流瘀滞， 子宫及盆腔器官

长期充血， 导致痛经、 经量增多； 此外， 下肢和小腹

部因站立而处于紧张状态， 影响血液循环， 易造成白

带增多、 阴道炎等妇科疾病［７］。 制酒业女职工主要

是农民工， 大多来自附近村镇，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
忽视工间休息、 长时间憋尿等会增加生殖系统感染的

机会增加； 由于不注重个人卫生， 对妇科疾病羞于启

齿， 不积极治疗， 导致该行业女职工的生殖健康问题

相对突出。 建议企业改进生产线， 用自动化流水线代

替人工搬运模式， 合理设置工作岗位， 避免长时间站

立， 工间定时休息、 调整工作姿势， 以缓解不良工作

形式和不良体位对女职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相关管理

部门应制定女职工生殖健康保护指南， 加强人体工效

学的健康教育， 改善工作模式， 杜绝过度吸烟、 酗

酒、 滥用药物、 长期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 树立健康

积极的生活方式， 不断提高女职工自我保护意识， 保

障和促进女职工生殖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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