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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汞接触对女工月经状况

与妊娠结局影响的调查
福建医学院 (30 50 0 4 )连祥霖 褚晓凌

福州灯泡厂医疗所 陈哲辉 赵 毅 林水仙

本文通过对某灯泡厂 日光灯车间1 8 3名女工进行 状
、

周期
、

经期
、

经量等
;
妊娠结局如流产

、

早产
、

死

回顾性调查以分析低浓度汞对女工 月经状 况和妊娠结 胎死产
、

妊娠并发症
、

小儿出生缺陷
、

小儿出生低体重

局的影响
,

旨在为女工劳动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等
。

各项调查项目按事先拟定的标准进行判断分析
。

车

1 对象与方法 间空气中汞浓度取 自工 厂有关测定资料
。

1
.

1 对象 汞接触组为生产 日光灯接触汞女工 61 2 结果

名
,

对照组为同车间无汞及其他有害因素接触女工 77 2
.

1 车间空气中汞浓度监测情况 1 9 8 7一 1 9 9 3 年汞

名
。

调查对象须符合下列条件
:

( ” 工龄半年以上
,

不 作业点空气汞浓度为 。
.

0 01 一 0
.

01 m g /m
3 ,

均未超标

接触任何有可能损害生殖机能的物理或化学 因素
,

接 (仅个别工人尿汞偏高 )
,

对照组作业点空气中汞未检

触组除汞外
;
(2 )无慢性病

、

内分泌等疾病的育龄妇女
;

出 〔双硫踪比色法 )
。

( 3) 女工的丈夫不得接触任何有可能损害生殖机能的 2
.

2 汞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一般状况分析 工龄
、

年

物理或化学 因素
。

龄
、

经济收入
、

月经始龄
、

妊娠年龄
、

妊娠胎次等方面

1
.

2 方法 专人按统一表格对调查对象进行面询
,

受 均有良好可比性
,

仅见接触组文化程度低于对照组 ( p

询率达 95 %
。

内容包括
:

一般状况如年龄
、

婚姻状况
、

< 。
.

0 5)
。

文化程度
、

经济收入
、

配偶状况
、

生育节育史
、

既往病 2
.

3 月经状况 见表 1
、

表 2
。

史
、

职业史及个人卫生 习惯等
;
月经状况如 月经先兆症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 月经先兆症状 比较

接触组 (
n
= 4 9 ) 对照组 (

n
一 4 6 )

例数 例数

腰酸腰痛 2 1 4 2
.

9 1 4 30
.

4 1
.

5 7 > 0
.

0 5

乳房胀痛 16 3 2
.

7 7 1 5
.

2 3
·

9 3 < 0
·

0 5

嗜 睡 1 2 2 4
.

5 2 4
.

3 7
.

6 6 < 0
.

0 1

乏 力 2 0 4 0
.

8 1 3 28
.

3 1
.

6 4 > 0
.

0 5

腹 痛 1 8 3 6
.

7 8 1 7
.

4 4
.

4 6 < 0
.

0 5

烦躁不安 1 4 2 8
.

6 5 10
.

9 4
.

6 5 < 0
.

0 5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月经异常比较 表 3 接触组与对照组妊娠结 局比较

汞接触组 (
n
一 4 9 ) 对照组 ( n = 4 6 ) 汞接触组 (。 = 4 4 ) 对照组 (

n
= 5 3 )

月经异常例数 16 ( 3 2
.

7 )
·

7 ( 1 5
.

2 ) 妊娠次数 4 5 6 2

周期延长 8 ( 16
.

3 )
,

z ( 2
.

2 ) 流 产 1 ( 2
.

2 ) 2 ( 3
.

2 )

周期缩短 3 ( 6
.

1 ) 3 ( 6
.

5 ) 早 产 6 ( 23
.

3 )
·

2 ( 3
.

2 )

经期延长 l ( 2
.

0 ) o ( o ) 死胎死产 2 ( 4
.

4 ) o ( o )

经期缩短 2 ( 4
.

1 ) 2 ( 4
.

3 ) 不 孕 2 ( 4
.

4 ) o ( o )

经量增加 3 ( 6
.

1 ) 3 ( 6
.

5 ) 恶 阻 1 ( 2
.

2 ) 2 ( 3
.

2 )

经量减少 2 ( 4
.

2 ) 2 ( 4
.

3 ) 贫 血 1 ( 2
.

2 ) 一 ( 1
.

6 )

痛 经 l ( 2
.

0 ) o ( o ) 高 血 压 。 ( o ) 1 ( 1
.

6 )

荟
尸< 0

.

01
,

括号内为发生率
*
尸 < 0

.

01
,

括号内为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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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

表2 可 见除腰酸腰痛和 乏力外
,

其余月经

先兆症状接触组与对照组之间有明显差异
,

月经异常

发生率接触组明显高于对 照组
,

月经异常以周期延长

为明显
。

2
.

4 妊娠结局 见表 3
。

结果显示接触组早产明显高

于对照组
。

2
.

5 子代影响 见表 4
。

两组子代影响无 明显差异
,

但接触组出生缺陷和出生儿低体重有增高趋势
。

表 4 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的子代情况 比较

接触组

出生活婴数

出生缺陷

出生低体重

周岁内易感冒

对 照组

6 0

( 4
.

8 )

( 4
.

8 )

0 ( 0 )

( 9
.

5 )

0 ( 0 )

5 ( 8
.

3 )

,
尸 > 。

·

0 5 括号内为发生率

3 讨论

近年来汞的生殖毒性的研究国内外有较多的报

道
,

但由于混杂因素的影响
,

长期低浓度汞接触对女工

月经状况和妊娠结局的影响报告不一
,

本文调查对象

剔除混杂因素影响后
,

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的基本状

况进行均衡性检验
,

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 P > 0
.

0 5 )
。

汞能影响雌性动物动情周期
,

使动情周期延长
,

排

卵障碍
,

延缓黄体生成
,

汞也作用于丘脑
、

垂体部分
,

引起垂体激素改变
,

影响卵巢功能
。

月经情况受丘脑一

垂体一卵巢轴控制
,

反映体内性激素变化
,

卵子成熟和

排出过程
。

人群调查表明汞能引起 月经异常
,

但异常的

具体表现不一
。

国内有人对某灯泡厂调查结果 显示
,

大

多表现周期缩短
、

经期延长
、

经血量增 多
。

国外有人的

调查则表现 月经周期改变
.

周期延长和经前不适
,

这与

本文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

至于 月经异常表现各家报告

不一致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汞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报道不一致
,

国外报告接触

组女工自然流产
、

死产
、

早产
、

妊娠中毒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国内一些学者报告汞对女工妊娠结局无明显影

响
。

本文调查结果汞接触组早产明显高于对照组
。

汞蒸气由于高脂溶性
,

易通过胎盘屏障
,

对胎儿造

成潜在危害
,

人群调查则未见 阳性结果
,

但有的报告汞

接触女工会增加子代出生缺陷的危险性
,

这与本调查

结果基本一致
,

出生缺陷和出生低体重两组无明显差

异
,

但汞接触组女工出生缺陷 4
.

8 %
,

分别超过本省或

全国平均水平 1
.

31 %或 1
.

30 %
。

由于观察例数较少
,

需进一步增加调查对象进行分析
。

综上所述
,

金 属汞接触水平在 0
.

ol m g / m
3

左右
,

可对女工造成月经异常 (主要表现周期延长 ) 和早产
,

对子代出生缺陷存在潜在危险性
。

因此
,

对接触汞女

工
,

尤其是育龄妇女和孕妇应加强劳动保护
,

改善劳动

环境
,

孕妇应暂时调离汞作业
。

(收稿
:

1 9 9 4一 1 2一 1 7 修回
: 19 9 5一 0 2一 1 8 )

卷烟作业工人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调查

宁波市卫生防疫站 ( 3 1 5 0 1 0) 蔡耀章 孙新媛 庄 立

为了解卷烟作业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和劳动组织

形式
,

我们对宁波某卷烟 厂生产车间的主要岗位工种

进行了劳动强度分级调查
。

1 调查方法

按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G B 3 8 69
一
8 3)} 规定方法

,

对卷烟厂 5个车间 26 个岗位工种的 52 名工人进行调

查和测定
。

测定仪器采用国产的 Y A
一
Z A 型肺通气量

仪
,

在劳动过程中进行测定
,

确定其劳动时间率
、

平均

能量代谢率
、

劳动强度指数和级别
。

52 名调查对象中
,

平均年龄 3 0
.

2 4 士 6
.

2 5 岁
,

身高 2 6 4
.

1 7士 6
·

2 9 e m
,

体

重 5 5
.

1 1士 5
.

3 3 k g
,

体表面积 2
.

5 5士 0
.

x 3m
, 。

2 结果

2
.

1 概况 该厂 现有职工 2 200 人
,

主要生产设备多

为国外引进和国内仿制
,

其中引进的卷接包设备和干

冰膨胀烟丝生产线
,

具国 内先进水平
。

卷烟生产主要工

艺流程
:

膨胀烟丝 烟草薄片丝 回用烟丝

一
润叶

一
/ 尸

\
、

叶丝处

打叶
去梗

梗丝 处

包装装箱

一
卷接

一
加香醇 化沙

空潮真回

一
烟投料叶

2
.

2 劳动时间率 26 个岗位工种中
,

劳动时间率最

大 9 3
.

7 5%
,

最小 3 7
.

5 0 %
,

平均为 6 9
.

2 3 % ( 见表 1 )
。

表 中可 见
,

多数岗位工 种劳动时间率在 5 0
.

。% 一

7 0
.

。%
,

占总岗位工种的 57
.

69 %
;
其次是 9 3

.

7 5%
,

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