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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三硝基甲苯对女工月经状况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浙江省长广煤矿公司职工 医院 (3 13 12 1) 陆德健

本文通过对接触三硝基 甲苯 (TN T) 女工月经状况 用卫生纸不超过半包者
.

指标的分析对 比按劳动卫生

及妊娠结局影响的调查
,

以期为 哪 T 的女性生殖毒 职业病学会妇女劳动卫生学组推荐的 《生殖职 业流行

性研究提供人群资料
,

为保护 T N T 作业女工及其后 病学调查中常用分析指标及统计方法》 进行
。

代的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

2 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2
.

1 两组月经异常发生频率情 况

选择我公司某厂接触 T N T 作业一年以上
,

接 触 NT T接触组 月经异常发生率为对照组的 5
.

12 倍
,

前无月经异常的女工 48 例作为接触组
,

其平 均 年 龄 差异 非常显著 ( P < 0
.

01 )
。

将月经异常按表现分为四

29
.

2岁 ( 2。~ 4 5岁 )
,

平均工龄 7
.

6年 (1 一 22 年 ) ; 类
,

其中经量异常
、

痛经和周期异常明显高于对照组

其 中未婚者 10 人
,

占20
.

8 %
。

另选劳动强度
、

倒班
、

( P < 0
.

0 1)
,

见表 1
。

文化程度
、

个人生活习惯与接触组相接近
,

从未接触 2
.

2 两组未婚女工月经异常情况比较

任何毒物的商业女工 14 9例作为对照
,
平均年龄 30

.

1岁 接触 T N T未婚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也 明显高于对

( 2 0一 4 5岁 )
,

平均工龄 1 0年 ( 1一 2 5年 ) ,
其中未 照组

,

差异极显著 ( p ( 0
.

0 1 )
,

见表 2
。

婚都
9人

,

占19
.

4 %
.

应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格
,

由 2
.

3 已婚两组女工月经异常情况比较

专业人员对两组女工的月经状况和妊娠结局 进 行 调 考虑到带环对已婚女工的月经有一定的影响
,

我

查
。

月经异常和妊娠合并症的判断
,

根据妇科诊断标 们将两组女工月经情况按带环情况进行比较
,

结果见

准
.

其中经量异常 (包括量多或量少 ) 标准定为 ( 1今 表 3
。

无论是带环或不带环的接触组 月经异常发生率

经量增多
:
以本地卫生 纸作标准一次行经量超过两包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 .

01 )
。

者
; ( 2 ) 经量减少

:
与以往月经量相比每次行经量

表 1 两组月经异常情况 比较

月彝 异常

人数 %

周期异常 经期异常 经 t 异常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痛 经

人数 %

接触组 ( ” = 4 8 ) 3 3 6 8
.

7 1 3 2 7
.

1 6 1 2
.

5 1 8 3 7
.

5 17 3 5
.

4

对 照组 ( n = 1改9 ) 2 0 1 3
.

4 13 8
.

7 6 4
.

1 5 3
.

3 8 5
.

4

R R 5
.

1 2 3
.

1 1 3
.

1 0 1 1
.

4 6
.

6

x , 7 1
.

3 1 0
.

6 4
.

6 4 1
.

1 2 9
.

5

P < 。
.

0 1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表 2 两组未婚女工月经异常情况 比较

分 组 调 查人数 月经异常人数 R R

接触组

对照组

9O

1 3
.

8

1勺
.

4 < 0
.

0 1

O目̀峡八.OJ
月.山ǹ

表 3 两组月经异常按带环情况进行比较

不 带 环 带 环

分 组
调查人数 异 常数 % 调查 人数 异常数 %

6023U102342接触组

对照组

1 0

6

6 6
.

6

7
。

6

15移

注
:

不带环的两 组比较 价 = 3Q
.

7
,

P < 。
.

0 1 , 带环 的两组比较 价 二 8
.

7 ,
P < 。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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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

4月经异常与接触工龄间关系 2
.

5T N T 作业女工妊娠经过和结局情况

表 4显示
,

各工龄组接触组的月经异常发生率均 表 5 显示
,

接触组的自然流产和妊娠高血压综合

高于对照组
。

随着工龄的增加
,

月经异常率并不一定 症明显高于对照组
,

死胎两组 差异不显著
。

随之增高
。

表 4 月经异常发生率与接触工龄间关系

接触工 龄 (年 )

对 照 组 接 触 组对 照 组 接 触 组

人数 异常人数 % 人数 异常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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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T N T 作业女工妊娠经过和结局情况

组 别 调查人数 统计妊娠数 △ 早 产 自然流产 妊 高症

按触组

对照 组

3 8 7 6

1 2 0 2 0 8

13 ( 1 7
.

1 : 乙 6

1或( 6
.

7 )

l ( 1
.

3 )

3 ( 1
_

引

3 ( 3
.

9 )

乙统计妊娠数 = 妊娠
.

总数 一 人工流产数 ,

3 讨论

) 为发生频率 ;

3
.

1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
,

接触 T N T 的月经异常发生频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其中以经量异常
、

痛经
、

周期异

常为主
。

接触 T N T未婚女工月经异常明显 高 于对照

组
,

但由于未婚女工人数较少
,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考虑到带环对 已婚女工的月经有一定的影响
,

但经分

层分析
,

不论带环或不带环接触组均高于对照组
。

女

工接触T N T后
,

不随工龄的增加而月经异常增多
,

所

以工龄的长短并不是影响月经异常的主要 因素
。

对女

工生育情况调查表明
,

接触组女工的自然流产
、

妊高

症明显高于对照组
。

这些结果提示
,

T N T 对其作业女

工的月经功能
、

妊娠结局有一定的影响
,

这同国内一

心△两组 比较 人 2 = 6
、

9 ,
P < 0

.

01
。

些报道基本一致
。

3
.

2 T N T 对女工月经功能
、

妊娠结局影响 的 发 生 机

理
,

目前尚不清楚
。

据 国内有人的动物 实 验 报 告
,

T N T 对小鼠翠丸和卵巢都有形态学的影 响
,

对生 殖

细胞有损害作用
;
T N T又是脂溶性毒物

,

对神经系统

有毒害
,

有可能千扰 了接触女工下 丘脑一垂体一卵巢

轴的正常生理功能
,

导致对接触女工月经功能和妊娠

结局的影响
。

3
.

3 本文观察到 T N T 刘女 工 月经功能和妊娠结局有

一定影响
,

因此应进 一 步 做 好女工的劳动保护
,

坚

持经常性的妇女病普查普治
,

久治不愈者应调离作业

工种
,

女工在妊娠期间应调离作业环境
.

绵竹县矿山急性 C O 中毒事故调查分析

绵竹县卫生防疫站 ( 61 82 0 0) 周 书经

本文通过对绵竹县矿山作业近 10 年急性 CO 中毒

事故调查分析
,

寻找其发生原因和规律
,

从而为预防

中毒事故的发生和救护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调查对象为县境内国有和乡镇煤矿 20 个
,

磷矿 2

个
,

中毒病例来自 1 9 8 2一 1 9 9 2年本站职业病报表
,

职

业中毒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表
,

经与县安全办和各矿

安全科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记录复查核实
,

记录中毒发

生 的时间
、

地点
、

急救处理经过
、

中毒原 因
、

患者姓

名
、

性别
、

年龄
、

工种
、

工龄等
,

并进行统计分析
。

有毒有害物质测定摘自矿山救护队和瓦检员测定

记录
。

C O用北京北莞检测分析仪器厂生产 C O 检气管

测得
,

二氧化碳 ( C O , )
、

甲烷 ( C H ,) 用瓦斯检定器测

得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急性 C O中毒发病情况分析

2
.

1
.

1 1 5 8 2~ 1 9 9 2年绵竹县境内矿山井下发 生 急 性

CO 中毒 n 起
,

计43 例
,

最少一次中毒 1 例
,

最多 11 例
,

均为井下采煤
、

运输和掘进男工
,

年龄 2 2一 53 岁
,

工

龄 1~ 7年
。

提示矿井作业应加强 C O 中毒的预 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