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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报告
·

混苯作业女工生殖机能损伤调查及其

与微量元素关系的探讨

新疆医学院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苯
、

甲苯具有胚胎毒性
,

可损伤作业女工的生殖机

能
。

但对其机理的探讨
,

特别是对苯及混苯作业女工

生殖机能 的改变与微量元素间变化的研究报道甚少
。

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职业生殖流行病学调查
,

并进

行了生殖机能及血清微量元素的测定分析
。

场苯系物

的女性生殖毒性与微量元素变化的研究提供了人群资

料 , 为其机制的阐明提供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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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结局等不列入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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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血清微量元素的测定

随机从接触组和对照组中各抽取 加 0 人进行血清

中 C u
、

Z n
、

F e 含量的测定
。

取空腹静脉血离心分

离血清
。

用日立 ( H IT A C H A ) 1 8 0一 8 0 原子 吸收分光

光度计进行测定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1
.

1
.

1 接触组 选择某皮鞋厂接触混苯作业女工 2 23

人
,

年龄 20 ~ 4 0岁
,

工龄 1 ~ 26 年
,

平均工龄 5 年
。

1
.

1
.

2 对照组 选择不接触混苯及其它有害物质的

女工 32 了人
,

其
L

劳动强度
、

文化程度
、

年龄
、

生活状况

与接触组相近
。

工龄 1一 27 年
,

平均工龄55 年
。

1
.

2 方法

1
.

2
.

1 生殖机能的回顾性调查

制定生殖机能专用调查表
,

并按统一判断标准填

写
,

详细了解职业史
、

月经史
、

生育史
。

尤其是参加

现职工作以来月经
、

生殖史的变化情 况及妊娠期间患

病
、

服药及避孕情况
,

对由此引起的月经紊乱和异常

结果

作业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浓度

表 1 作业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浓度

测定结果 (气相色谱法 )

毒 物 样本数
浓度范围

( m g / m , )

平 均浓 吸
( m g / m 3 )

超标倍数

苯

甲 苯

二 甲苯

5 5

5 5

6 5

3
.

2一 47 6
.

9

4
.

3~ 5 2 3
.

9

未检出

9 5
.

6 Q

1 1 3
.

0 6

1
.

4

0
.

1 3

由表 1可见
,

作业场所空气中苯
、

甲苯浓度均超

过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 M A C )
,

其超标倍数分别为 1
.

逮

和 0
.

1 3倍
。

2
.

2 月经状况调查结果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月经异常发生率

月经异常 周 期异常 经期异常 经量异常 痛 经
组 别 调查人数 一下i蔽 例数 例数 例数 例数 %

接触组

对照组

O R

:::
10 9 4 8

.

8 8

5 3 16
.

2 1

3
.

02* *

5 2 2 3
.

32

3 0 9
.

1 2

2
.

56 * *

:;
1 5

.

24

5
_

8 1 :;
2

.

6 2

4 5 2 0
.

1 8

3 3 1 0
.

1

2
.

0 0* *

2 5
.

5 6

1 1
.

0 1

2
.

3 2* *

* * P < 0
.

0 1

由表 2可见
,

接触组月经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 综合征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1)
,

分别为

照组
,

为对照组 的 3
.

02 倍
。

其中
,

月经周期异常
、

经期 对照组的 2
.

钓倍和 2
.

2 2倍
。

早产和死胎两组 间差异不

异常
、

经量异常及痛经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 (尸 < 显著 (尸 > 0
.

0 5 )
。

0
.

0 1 )
。

2
.

4 血清微量元素的变化

另对月经异常进行了不同工龄间分析
,

其结果经 2
.

4
.

1 血清中 C u
、

Z n
、

F e 的含量

量异常和痛经发生率有随工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 ( P 由表 4 可见
,

接触组女工血清中 F e 含量和 C u

< 0
.

05 )
。

/ Z n 比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而血清 Z n却明显低于对照

2
.

3 妊娠经过与结局 组 ( P < 。 .

0 1)
。

两组间血清 C u 含量无显著差异 ( P >

表 3 所示
:
接触组女工 自然流产率和妊娠高血压 ~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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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 3 接触组 与对照组妊娠经过及结局的比较

组 别 统计妊娠
次数

自然流产

例数

早 产

例数 %

死 胎

例数 %

妊振高血压综合征

例数 %

接触 组

对照组

O R

;::
5

.

2
.

2
.

4 0* *

2
.

眺 2
.

8 3 2 4
.

0 0

4 0 6 2
.

8 7 3 1
.

4 0 2 2 10
.

7 8

。
.

9 9 2
.

QZ 之
.

2 2 * 中

* * P < 0
.

0 1

表 4

组 别

接触组与对照组血清微量元素含量的比较 (拼 g / m l)

一
. . . 目口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一一 - -
. ~ . ~ .

-一
-

.

- -一一
~

C u F e Z n

X 上 5 1〕 X 士 S D X 士 S D

C u /Z n

X 士 S」〕

接触 组

对照 组

0
.

7 72 6 士 0
.

1 96 7

0
.

7 4 0 4士 0
.

17 3 4

1
.

1 19

> 0
.

0 5

::
0

.

8 16 6 士 0
.

3 18 5

0
.

6 92 6 士 0
.

2 5 0 3

2
.

8 1 0

< 0
.

0 1

0
.

6 9 19士 0
.

2 92 0

0
.

96 9 0士 0
.

2 3 18

4
.

0吐7

< 0
.

0 1

98 1
.

2 8 8 0土 0
.

4 42 4

8 5 0
.

92 5 5上 0
.

透 6 56

4
.

2 3 0

< 0
,

0 ;

g8869886

表 5 接触组中月经正常与异常组血清微量元素的变化 ( “ g / m l)

组 别 n

C u F e Z n

一
- - - - -

`

一

一

一一
X 士 S D X 士 S D X 士 S D

C u / Z n

X 士 S D

月经正常 6 0

月经异常 3 8

公

P

0 7 6 92 土0
.

1 2 6 0

0
.

7 7 3 4 土 0
.

19 9 0

0
.

1 84 8

> 0
.

0 5

0
.

7 2 04 士 0
`

2 5 6 4

0
。

84 6 7 士 0
.

3 28 2

2
.

01 5

< 0
.

0 1

0
.

7 1 9 1 士 0
.

2 8 3 0

0
.

6约1 士 0
.

32 6 0

1
.

3 9 3

) 0
.

0 5

1
.

1 6 8 0 土 0
。

4 4 6 0

1
.

2 7 6 0 士 0
.

4 5 3 0

1
.

1 6 2

> 0
.

0 5

2
.

4
.

2 接触组月经 正常组与月经异常组间微量元素的

变化

由表 5 可见
:
月经异常组血清 F e 含量明显高于

月经正常组
,

P < 0
.

0 1
。

血清Z n含量月经异常组低子

月经正常组
,

但无统计学意义
,

C u / Z n 比值及 cu

含量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

弓 讨论
关于苯及馄苯对作业女工月经及生殖机 能 的 影

响
,

目前尚有争论
。

较多学者认为苯及同系物作业女工月经 血 量 增

加
、

痛经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存在剂量
一

反应

关系
。

但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
。

从本次调查 结 果 来

看
,

接触组女工月经周期异常
、

经期异常
、

经量异常

和痛经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

而且经量异常和痛经的发

生率有随工龄增长的趋势
。

认为苯及混苯对月经确有

影响
。

有关苯及同系物对作业女工月经影响的机制间题

研究报道甚少
。

本文从微量元素变化的角度对其进行

了分析
。

结果显示
,

接触组女工血清 几 和 C u厂助比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而 Z n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

接触

组中月经正常组与月经异常组血清 eF 含量有显著性

差异
。

锌是人体内多种金属酶的功能基团的活性中心
,

如 D N A
、

R N A 多聚酶
。

缺Z n 时
,

这些酶活性降低
,

使生物体内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受影响
,

使胚胎
、

性

腺等增殖迅速的组织受损
。

并认为缺锌 ( 0
.

S PP m )
,

甚

至在边界剂量 ( 1 0PP m )时会影响卵母细胞的成熟
,

导

致 F S H / L H 的合成与分泌的障碍
。

混苯作业女工月

经异常是否是因缺 Z n 影响了卵细胞的发育成熟
,

使

支配月经正常运行的各种液系的分泌障碍
,

而反馈性

的累及到 丘脑下部和脑垂体的功能而致
,

还有待进 一

步探讨
。

有资料报道
,

喷漆作业女工自然流产
、

早产
、

死

胎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

接触混苯女工子代出现畸形和

摺力低下
。

国外学者报道
,

自然流产
、

妊娠高血压综

合征妇女血清 Z n浓度明显低于正常妊娠妇女
,

同时还

认为孕妇早期缺锌会诱发染色体畸变
,

导致胎儿发育

迟缓
,

孕妇体内铁水平过高可能对胎儿具有直接损害

作用
。

本次调查结果
:
混苯作业女工体内高 F e 、

低

血
,

且作业女工 自然流产
、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发生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由此提示
,

混苯作业女工异常的妊

娠经过和结局可能与体内微量元素含量的改变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