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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
“ p ,

类圆形小阴影
,

密集度低
,

以中下肺区为多
。

肺功能检查主要表现在对小气道的损害
,

结果提示
:

长期接触氧化铝粉尘的工人可以引起肺纤维化
。

二
、

氧化铝粉尘致病程度

在 10 例氧化铝尘肺中
,

有两例于 1 9 8 1年即诊断为

! 期尘肺
,

本次通过胸片检查
,

经过九年动态X 线脚

片所见
,

病变改变不明显
,

说明氧化铝尘肺 病 程 级

慢
。

另外
,

在原 12 名
“
O一 1

,

中
,

其中有 10 名已退休
,

平均离尘年限为 8
。

z年
,

但在本次调查中已有 5 名 由

原可疑尘肺晋为 I 期尘肺
,

说明虽然已调离粉尘作业
,

病情仍见缓慢进展
,

但氧化铝粉尘致尘肺的 程 度 较

弱
,

远低于石英粉尘
。

射频辐射对女工生殖功能影响的调查

呼和浩特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1。。2 0) 王桂珍 孙赏纪

呼和浩特市卫生防疫站 孙培 元

随着电子工业的不断发展
,

射颇辐射造成的危害

日益受到关注
。

近年来
,

许多学者就射频辐射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傲了一些研究
,

但其对女工生殖机能影响

的专题流行病学调查不多
,

为此
,

笔者从 19 9 1年 3 月

开始
,

对我区接触高频
、

徽波女工进行了生殖机能调

查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润查对象
、

内容和方法

1
。

对象
:
选择本地区广播通讯

、

发射
、

卫星地

面接收
、

塑料热合等高频
、

微波作业
,

接触工龄在 1

年以上女工 212 名 (下称接触组 )
。

对照组为当地不

接触任何有害因素的女工 19 4人
,

两组人群均有婚姻

史
。 ·

2
。

内容和方法
:
上述人群均经询间

、

填表和登

记等方式获取资料
。

内容包括
:
职业史

、

个人病史
、

吸烟饮酒
、

性功能
、

月经状况
、

婚姻生育史
、

家务劳

动时间
、

家庭条件
、

配偶情况等
。

诊断月经异常是在

排除了上节育环
、

哺乳期
、

人工流产以及结扎手术在

3个月以内且无生殖系统疾病的前提下进行的
。

自然流

产
、

妊娠并发症
、

畸胎
、

先天性疾患
、

卵集囊肿均以

市级以上医院诊断为准
。

各项异常情况均参考 《妇产

科临床诊断》 内容
。

作业场所场强测定仪器使用 E F 一 J 高频近区场强

仪和R L一 7 61 型微波漏能仪 (用前均校正 )
。

润 全 结 果

两组人群年龄
、

工龄
、

婚育
、

胎次
、

家庭条件
、

家务劳动时间
、

吸 烟
、

饮 酒 等 方 面 具 有 可 比 性

(P > 。 .

0 5)
。

接触组本工种工龄最长 3魂年
,

最短 1年
,

平均 9
。
8 年

。

全部子代出生性别无显 著 差 别 (P >

0
。

0 5 )
。

作业环境高频仪器频率一般在 3~ 78 M H z ,

功率

15 0~ 100 ow
,

平均场强 80 v/ m
。

微波仪器频率一般

在吐00 ~ 940 0入n王z ,

功率密度 2 0~ 。s “ W /
e
m

, ,

平均

s6 料W c/ m
. 。

作业者多数同时或先后接触微波高频
。

徽波连续波组人数较多
,

主要为微波通讯
、

电视转播

的机务及 维修人员
,

接触时间平均6小时 / 日
。

接触组和对照组月经先兆症状的比较见表 1
。

裹 1 接触组和对照组月经先兆症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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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见
,

月经先兆症状在两组间均有显著性

差别 (P < O
。

0 1 )
。

按症状
.

偶有
、

经常
,

计分为 气
、
2 , ,

然后统计总分
,

见接触组为 10
.

84 土 3
。

36
,

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 6
。

45土 3
.

24 ( P < 0
.

0 1)
。

进一步对其总分逐

步回归
,

显示年龄
、

本工种工龄对月经先兆症状的影

响具有显著性意义
,

见表 2
。

31

裹 2 月经先兆症状的逐步回归结果

交 t 回归系致
标准 回归
系 致

标准误 F P

本工种工赞

1 0
。
6 1 0 1

0飞0 6 91

~ 0
。
0 5 7

0
。

I Q 18

一 0
。
1 10 9

.

0 6 13 1
。

26 8 8 < O
。
0 5

.

0 4 64 1
。

5 0 5 4 < 0
。

0 1

致的常年

接触组和对照组月经状况的比较
,

, 3

见表 3
。

两组女工月经状况按本工种工龄比较

组 本工种

工龄
(年 )

润 查 周期异常 经 期异常 经血 t 过多 痛 经

别 人数 人欲 % 人致 % 人数 % 人数 %

接 ~ 5 5 0 1 2 2 4
。

0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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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3 0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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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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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看出
,

接触组月经异常率显著高于对用组

( P < 。
.

01 )
。

且各专业工龄段的月经异常率 (痛经陈

外 ) 随工龄增长而增加
。

采用 么冶训血
`

回 归 进 行

分析
,

校正了棍杂因素后
,

接触组专业工龄对月经状

况的影响仍有皿著性差别
,

见表 4
。

(P < 0
.

05)
。

其它各项较对照组有增高趋势
。

衰 5 两组女工妊娠经过及结局比较

抉触组 对服组
观察指标 P

扭 . 1 .幻 扭 二 18 0 )

衰 4 本工种工龄对生殖机能影响的

称唱】滋 ic 回归分析

沉察指标 O R ( 。5 % 可信 限 ) 调盆 O R ( 9 5%可信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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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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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 1

。
4 2~ 3

。
3 6 )二

痛 经 3
。

7 9 ( 2
。

44 ~ 5
。
8 6 )二 3

。
7 5 ( 2

。
1 3 ~ ` 。

5 4 )二

性欲减退 3
。
1 9 ( 1

.

94 ~ 5
.

2 5 )二 3
。
1 5 ( 1

。

61~ 石
.
0 1 )二

二 P < O
。

01

总妊振 (次 ) 数

自然流产 ( 次 ) (% )

自然流产人效 (% )

死胎死产致 (% 》

妊娠并发症 人数 (% )

活产数

早产 (% )

芍钧胎 (% )

血管 月人致 (% )

低 出生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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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妊振经过
、

结局的比较
,

见表 5
。

结果示接触组自然流产
、

妊振 并 发 症 分 别为

14
.

6%和 5
.

2%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
。

8% 和 1
。

1%

. . . . . . . . . . . 曰口. . . 口 . . 曰. . 门 . 曰 . . 口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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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女工生殖系统疾患异常率比较见表 6
。

衰 6 两组女性生殖系统疾患异常率比较

观察项目
接触组

( n
二 2 12 )

对服组

伽 一 1 94 )

卯粱襄肿人数 (% ) 3 ( 1
.

4 ) 1 ( 0
.

5 )

性欲减退人数 (% ) 6 8 ( 3 2
.

1 ) 2 5 ( 1 2
.

9 ) < 0
一

0 1

不育症人数 (% ) 2 ( O
。

9 ) 1 ( 0
.

5 )

结果为接触组女工性欲减退率显著高于 对 照 组

(P < 0
.

0 1)
。

采用OL igs itC进行分析
,

经校正后
,

接触

组专业工龄对性欲减退的影响仍有显著性意义
,

见表

4
。

卵巢囊肿
、

不育症较对照组有升高趋势
。

讨 论

1
。

射频辐射对女工月经的影响
:
月经是女性生

理功能的表现之一
。

本次调查结果为
,

射频接触女工

的月经先兆症状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
.

0 1)
。

其总分均值约为对照组的 1
。

“ 倍
。

且月经异常显著高

于对照组 (P < 0
.

0 1)
。

这可能是射频辐射 对 神 经 系

统和造血系统的作用在人体的 生 理 反应
。

接触组月

经周期和经期异常
、

经血量增多阳性率随本 工 种工

龄的增长而升高
,

可能与射频辐射作用的累积效应有

关
。

2
。

射频辐射对女工妊娠经过和结局的影响
:

有

人报道
,

作业环境功率密 度 在 10 m w c/ m
, 可 引 起

先天性缺陷
、

流产
、

阳萎和性欲减退
,

高功 能 热 作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92 年第 5 卷第 1加

用可使小鼠染色体结构改变
。

本文调 查 结果 为
,

射

颇接触女工 自然流产率为 14
.

6%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1 2
.

9% (P < 0
.

05 )
。

妊娠并发症为5
.

2 %
,

显 著高于对

照组的 1
.

1% (P < 。
.

05)
。

其余各项观察指标阳性率

较对照组有升高趋势
。

且接触组子代中发现 1 例葡萄

胎和 3 例血管瘤
,

而对照组中未查出
。

同时内蒙防疫

站对该人群 38 名射频接触者和 31 名对照者进行外周血

象检查
,

其外周血微核淋巴细胞检出率为 4 2
.

11%
,

淋

巴细胞微核率为O
。

5~ 4%
,

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

05

或 。 .

0 1 )
。

提示可能会引起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

体畸变
。

这与上述报道相符
。

3
。

射频对女工性器官的影响
:

本次调查结果表

明
,

接触组性欲减退率为 3 2
。

9%
,

对照组 为 1 2
.

9%
,

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别 ( P < 。
.

01 )
,

且卵巢囊肿
、

不育

症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有增高趋势
。

上述性功能异常率

明显升高的原因
,

是否与射频的高热作用对卵巢的影

响有关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综上
,

射频辐射对女工性功能有不良影响
。

建议
:

( 1) 对射频辐射作业场所应改善劳动条件
。

如用电磁阻

波抑制器来减少热合机的电磁辐射
。

其电场和磁场的

屏蔽效率分别在 60 % 和75 % 以上
,

工人操作场所的电

磁场强度分别在 20 V/ m左右
,

SA /m 以下
。

( 2 ) 应

加强个人防护
。

如用7 9
一 2型微波防护服可使作业微波

的平均衰减值为 26 一 32 分贝
。

( 3) 对育龄妇女
、

妊娠女

工以及长期射频接触者应尽量调离高场强作业
。

哈尔滨市某粮食部门育龄女工妇科疾病调查

冯 万清
`

那常药
’

吴拜 华
’

何镜文
,

198 9年 7~ 8月
,

我们对哈尔滨市某粮食部门育龄

女工进行了妇科疾病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调奋内容及方法

一
、

调查对象

1
.

力工 某粮库
、

盐站
、

面粉
、

粮食加工厂的

力工
。

他们从事体力劳动
,

负重约为 25 公斤 ( 1 0 0米

左右 ) 30~ 4 0次 / 日
。

2
。

付 (卖 ) 粮员
。

3
.

混合工 炊事员
、

保管员
、

勤杂工
、

收发员

及化验员等
。

4
。

科室人员 粮管所科室人员及粮店收款员
、

统计人员等
,

作为对照组
。

以上人员均为统计工龄三年以上的已婚 育 龄 女

工

二
、

方法

仔细询问职业史
、

既往史 (尤其是妇科病史 )
、

生育史及配偶的健康情况
。

妇科检查和阴道脱落细胞

涂片检查
,

必要的进行
“
B

”

型超声和 X线检查
。

调查所得资料按全国统一方法进行分析
、

统计
。

调 查 给 .

调查力工 128 人
,

付粮员 63 人
,

混合工 98 人
,

科

室人员 13 1人
。

各组人员年龄
、

工龄构成相似
,

各组

资料具有可比性
。

工龄最长的 32 年
, `

最短的 3年
,
平

均 1 2
.

1 1年
。

1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 ( 1 50 0 0 1)

.2 哈尔滨医 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
.

哈尔滨粮食局职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