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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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i 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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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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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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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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月经情况 合组月经血童过少
、

过多者检出率均大于科室组
。

但

月经周期正常者
,

各组均在 90 % 以上
。

各组异常 经统计学检验
,

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 5)
。

经

者无显著性差异 (P > 。
.

0 5 )
。

在力工组
、

付粮组
、

混 期持续时间各组人员均基本正常
。

见表 1
。

衰 1 月经周期
、

月经血盈

月经周 期 月经血 t

侧查

组 别 过 短 过 长 不规律 过 少 过 多

人 数

例数 % 例数 % 例 数 % 例 数 例数

261721
口奋,上,上.匀,口n.2

。

34

3
。

1 7

2
。

0 4

3
。

9 1

4
。

76

2
。
3 4

1
。
5 9

1
。

0 2

1 4
。

0 6

1 1
。

1 1

1 2
。

24

20
。
31

2 6
。
9 8

2 1
。 4 3

,目
2,
臼O任,口O幼心山几七O心

峪.孟工粮合力付混

杆 呈 1 31 2 1
。

5 3 4 3
。

0 5 4 3
。
0 5 1 4 10

。

6 5 2 2 1 6
。

7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妇科检查结果

1
。

子宫位置
:

各组女工中
,

子宫后位居多
,

但

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
.

05 )
。

见表 2
。

2
.

诊断
:
见表 3

。

衰 2 子 宫 的 位 置

r

受检人数

前 位 中 位 后 位 脱 垂

例数 例致 例 数 例 数

693743拍3 5
。
9 4

2 6
。
9 8

4 2
。
8 6

3 3
。
5 9

1 0
。
1 6

1 4
。
2 9

1 3
。

2 7

1 2
。
9 8

5 3
。
9 1

5 8
。

7 3

4 3
。

8 8

5 3
。
4 4

2
。
0 4

1
。

5 3

13913片46竹42“28“98肚,
古,几工粮合室力付混科

衰 3 诊 断 一 览 表
产

诊 断
力 工 ( n = 1 28 ) 付 粮 (牡 二 6 3 ) 锡 合 ( n = 9 8 ) 科 室 ( n 二 1 3 1 )

例 数 例数 例数 例数

邹11ai的2.21正常盆器

非特异性阴道 炎

摘 虫性 阴道炎

每菌性阴道炎

慢 性宫颐炎

于宫脱垂

慢性附件炎

盆腔 包块

其 它

1 5
。

6 3

5
。

4 7

24
。

2 2 .

2
。

3 4

5 5
。

4 7

2 2
。

2 2

2 8
。

5 7二

1 7
。

4 6

声8
·

7 3

1418110370000

1 7
一

1 9二

2
。

3 4

2
。
3 4

2 6
。

53

1 1
.

2 2

8
。
1 6

1
。

0 2

5 1
。

0 2

2
。
0 4

4
。

0 8

2
。
0 4

1
。
0 2

2 8 2 1
。

3 7

6 4
。
5 8

2 3 1 7
。
5 6

3 2
。
2 9

6 6 50
。

3 9

2 1
。
53

6 4
。

58

O 一
1 0

。
7 6

207313710丝53

.
P < O

。
0 5 二 P < 0

一
0 1

讨 论

1
.

付粮组中非特异性阴道炎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其余三组
。

其原因可能是付粮员是立位体力劳动
,

工

作环境卫生条件差
,

每 日下班前不能洗浴
。

慢性宫颐

炎亦是付粮组最多
。

对于慢性宫项炎的病因一般认为

与长期慢性刺激
、

产伤有关
。

与劳动强度
、

工 作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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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
、

卫生条件是否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

各组慢性宫

软炎的检出率均在 50 蜡以上
,

此种现象应引起有关人

负的极大重视
。

2
。

滴虫性阴道炎力工组最多
,

检出率 24
。

22 %
,

力工组滴虫性阴道炎检出率高
,

我们认为与以下因素

有关
:

力工组职工劳动强度大
,

且立位作业
,

致使盆

腔淤血
,

炎症感染机会多 , 该组工人尽管每日下班前

都可洗浴
,

但洗浴热水为锅炉用水
,

其 p H 值为 7~

8
,

长期洗浴可能改变了一些职工的阴道酸核度
,

破

坏了阴道的自净作用 , 浴室更衣柜交叉使用
,

增加了

间接传染机会
,

造成了滴虫性阴道炎增多
。

对比应引

起我们的注意
。

3
。

慢性附件炎也是力工组最多
,

与其余三组相

比差异非常显著
。

重体力劳动及强迫体位对女工健康

有明显影响
。

长时间立位作业可使腹压升高
,

盆腔淤

血
,

致月经不调
,

慢性盆腔炎发病率增高
。

4
.

子宫位置和子宫脱垂
:
一般人群中

,

子宫多

呈前倾
,

前屈位
。

既往认为
:

在从事重物搬运的妇女

常见到后天性内脏下垂
。

生殖器官的位置改变最多是

子宫后倾
、

本调查中
,

各组人员均是子宫后位居多
.

除与体力劳动
、

立位作业有关外
,

其原因尚可能与产

后长期卧床有关
。

子宫脱垂与产伤和盆底组织松弛有

关 , 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
、

长期站立或负重
,

会使妇

女处于高腹压状态
,

而高腹压是促成和加重生殖道脱

垂的重要因素
。

产后早参加体力劳动或有 咳 嗽
、

便

秘
、

腹泻等均可使腹压增高
,

促使子宫脱垂发生
。

本

调查中
,

力工组工人尽管体力劳动强度大
,

但无子宫

脱垂者
。

其原因可能一是计划生育的普遍开展
,

多数

职工只生一胎 , 二是该组女工产后可申请 6一 18 个月

休假
,

甚至可达 3年
。

12 8人中没有在产后 70 天以内上

班者
。

我们认为在影响子宫脱垂发生的因素中
,

产后

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时间早晚比劳动强度更为重要
。

大连市二十厂女职工肿瘤死亡的回顾性调查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 1 16。。 1) 曲延蓉

近年来
,

世界上肿痛的发病和死亡增长的报道很

多
。

在美国
,

70 年代以来
,

肿启已从死亡第六位上升

到第二位
。

我国肿瘤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

粗死亡

率为 73
.

9 9八。万
。

为探讨肿瘤与职业因素的关系
,

我

们于 19 86年对大连市二十个工厂进行了职业流行病学

的回顾性调查
,

现将女职工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润奋资料与方法

采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以大连市肿瘤调查

资料为对照
,

回顾 197 1~ 198 5年十五年内职工肿瘤死

亡情况
。

通过劳资
、

退休办
、

工会等部门收集 1 971 年

以来历年在册及退休的职工人数
。

肿瘤死亡人数经过

查阅死亡证明
、

医疗病历
、

询问家属等方式 查 证 核

实
,

个别外地死亡者还进行了追访调查
,

失访率小于

2 %
。

肿瘤诊断分四级
。

一级临床诊断
,

二级X 线
、

超声

波等
,

三级病理
,

四级尸检
。

本次死亡病例均为二级

以上诊断
。

统计指标为计数指标
,

粗死亡 率
、

构 成

比
、

比例死亡 比 s( P M R )
。

二
、

训奋结.

1
。

大连市二十厂女职工肿瘤死亡的年龄构成见

表 1
。

2
。

大连市二十厂女职工肿瘤死亡平均年龄的比

较见表 2
。

衰 1 大连市二十厂女职工肿脚死亡的年的构成

润查人群肿 州死亡
年龄构成

对照人群肿 启死亡
年龄构成

年幼

死亡数 % 死亡数 %

一
~ ` ~ . . . . . . . . . . . .

1 5 2 3 2 2
_

1 1 弓久

一
_

久 ,

7 2
。
1 2

4
。
吕1

0
。
0 6

1 00
。
9 0

2 2 6 0

5 31 3

1 96 5

1 0 0 . 3

2 2
。

4 6

5 2
。

8 0

1 9
。

4 3

10 0
。
0 0

7551肠“拓

衰 2 大连市二十厂女职工肿瘤死亡

平均年龄的比较

全 店 胃启 肠 店 乳 腺癌

初 查人群肿启死亡平均年龄 4 3
。
, 4 1

.

0 刁2
.

8 45
.

2

对照人群肿 启死亡平 均年赞 6 2
0

2 6 5
.

0 63
.

4 盯
.

1

差 值 1扭
.

9 2 4
一

0 2 0
.

6 1 1
.

9

3
。

三个厂的标化比例死亡比见表 3
。

三
、

分析与讨论

大连市二十厂女职工累计观察 人 数 3 103 01 人
,

29 7 2~ 2 9 5 5年共死 t 2 78人
,

死于恶性肿启 10 4人
,

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