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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屏显示终端对女性操作者月经影响的调查

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 00 0 2 3) 2任道凤 高玉赛 金锡鹤

由表 1可见
,

V D T操作者月经经量与对照组比较

没有差别
,

而月经周期和经期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且具有不同程度统计学意义 ( P < 。
.

05 或 0
.

01 )
,

以周期缩短
、

经期延长为主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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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

不少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视 屏 显 示 终 端 (V is u al D is lP ay T e n 州恤 d ,

V D T ) 对操作者健康有一定影响
,

但其对女性生殖内

分泌系统的影响意见不一
。

为此我们着重研究了V D T

对操作女工月经的影响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上海地区学校
、

科研
、

企业和事业单位中

计算机室的V D T女操作者 15 28名 (未婚 960 名 ) ,

年

龄 1 8~ 46岁 ( < 2 5岁者占5 7% )
,

工龄 1~ 2 0年 ( < 3

年者占51 % )
。

对照组为同一单位的非 V D T 操作女

性行政办公工作人员 12 75名 (未婚 7 32 名 )
,

年龄 18 ~

46 岁 ( < 25 岁者占58 % )
,

工龄 1~ 21 年 ( < 3年者占

49 % )
,

文化程度与接触组相仿
。

1
。

2 方法 使用专用的调查表
,

专人进行逐个面询
。

分析指标和统计方法均参照全国妇女劳动卫生学学术

研讨会的建议 (保毓书
,

等
.

19 8 9) 执行
。

对月经的调查分月经周期
、

经期和经 量 三 项
。

V D T组以开始从事V D T 工作为调查起始时
,

对照组

以开始从 事办公室坐位姿势工作为调查起始时
。

2 结果

2
.

1 V D T 对女操作者月经的影响 见表 1
。

月经经 t 减少

月经经 t 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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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 D T操作者工龄与月经异常发生率的关系 见

表 2
。

裹 2 V D T 操作者工龄与月经异常发生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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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 T操作者月经异常发生率先随工龄增加 而 增

高
,

随后又有减少趋向
,

似乎存在有适应性的可能
。

2
.

3 V D丁 操作者工时与月经异常发生率的关系 见

表 3
。

表 3 结果显示月经的经期和经量与工 时 长 短 有

主要表现为经期缩短
,

经量减少
。

讨论

调查 1 5 2 8名 V D T 女性操作者
,

在工作期间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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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V D T操作者工时与月经异常发生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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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异常状况
,

明显高于对照组
,

并有统计学意义
,

以经期延长和周期缩短为主要特征
。

探其原因可能为
:

( 1 ) 工作环境中的空调因素
,

室内外温差较大
,

有

认为尤其是低温引起妇女神经系统调节紊 乱 更 为 明

显 , ( 2 ) V D T 的极低频电磁场可能对女性月经有

影响 , ( 3 ) 工效学因素
,

长时间的坐位可使下肢和

腹部盆腔的血液循环不杨
,

可能造成月经紊乱
,

对照

组虽也以坐位为主
,

但办公室人员除坐以外
,

还有走

动的机会
,

不像V D T操作者 以持续坐位为主 , ( 4)

精神紧张因素
,

V D T 操作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

一

疏忽就会出差错
,

这造成了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
,

这

种精神紧张因素也可能是造成月经改变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女性月经变化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
而 V D T

操作者健康的影响因素也非单一
。

因此究竟以何种因

素为主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但针对上述情况
,

我们建

议 V D T 操作者应有一定的工间休息和室外活动
,

工

作的弛张也应科学
、

合理安排
。

砂肺病医院内感染调查

哈尔滨市职业病院 ( 15。。 8。 ) 徐秉智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刘连胜

随着医院感染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的确立
,

世界

卫生组织及国内学者已经确认在医院中发生的一切感

染均称院内感染
。

反之
,

在医院外发生的感染
,

而在

入院后发病的不属于院内感染
。

目前 矽肺病人发生院

内感染国内报告尚少
,

本文对 100 例矽肺病患者院内

感染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并初步分析了造成院内感染

的各种因素和控制院内感染的有关环节
。

1 资料来派及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1 99 0一 19 9 1年矽肺住院病例 1 00 例
。

这些病人均经省或市尘肺诊断组根据 196 3年或 1 98 6年

卫生部烦发的尘肺 X 线诊断标准定诊
。

院内感染的判

断依据 《医院感染学》 诊断标准
。

为了解抗生素使用

情况
,

同时随机抽查了该组病人 20 0 张处方进行调查

分析
.

2 结果

2
。

1 一般情况

在 100 例矽肺中
,

男性 76 人
,

女性24 人
,

年龄 41

至巧岁
,

平均年龄 58 岁
。

其 中 I 期 矽 肺 85 人
,

I 期

14 人
,

I 期 1 人
。

平均接尘工龄 21 年
,

平均住院日接

近 1 年
。

2
.

2 院内感染分布情况

10 0例矽肺病人在平均 1年的住院期间发生院内感

染 42 例
,

院内感染率为 42 %
。

主要是肺感染
,

其他为

肠炎
、

痢疾
、

尿路感染 (见表 1 )
。

裹 1 10 0例矽肺病人院内感染分布情况

感染

人致

院内感染分布

肺感染 肠炎 尿路 感染

例幻一疾一碑以一康

1 0 0 42 3 4 4 2 2

感染串% 4 2 3 4 4 2 2

2
.

3 支气管炎与肺感染的关系

在本组 1 00 例矽肺 中合并支气管炎者 68 例
,

为了

解有
、

无气管炎与发生肺感染的相关性
,

将有
、

无气

管炎分为两组
,

进行对照比较
。

结果气管炎组 68 例
,

发生肺感染 28 例
,

感染率为 4 1
.

18% , 无气管炎组 32

例
,

发生肺感染 6 例
,

感染率 18
.

75 %
,

两组比较有

显著差异 (P ( 0
.

0 5 )
。

2
.

4 矽肺病人吸烟情况与发生肺感染的关系

本组 10 0例矽肺病人中
,

吸烟者 65 人
,

其中有50 人

吸烟史 1 年以上
。

我们从本组病人中
,

随机抽取 30例

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分为两组 , 其中吸烟组发生肺感染

19 例
,

不吸烟组仅为 6 例
。

说明吸烟的矽肺病人发生

肺感染显著多于不吸烟者 ( x , 二 11
.

59
,

P < 。 .

01 )
。

2
.

5 抗生素使用情况及痰检菌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