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规律 , 60.5%一日 2 餐。胃肠功能受复杂的神经系统 、 胃肠

激素调控 , 其物理性 、 化学性消化功能均有严格的规律性。

饮食规律对胃肠功能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亦显示饮食不规律与功能性便秘有统计学联系 , 是患病

的危险性因素。

功能性便秘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既与环境 、 心理

因素有关 , 又与饮酒 、 饮食不规律有关。 本调查显示地面作

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井下作业人员 , 而井下作业人员作

业环境恶劣 、 饮食不规律较地面人员普遍。所以 , 煤矿工人

功能性便秘整体患病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 但 3 组间差异无

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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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对作业女工月经及生殖机能影响的调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of benzene exposure on menstruation status

and reproduction function of femal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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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326名苯作业女工和 219 名对照人群进行月经及

生殖机能调查 , 结果显示 , 苯作业女工月经异常和生殖障碍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应改善劳动条件 , 加强健康监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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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化工原料和工业溶剂 , 近年来苯的

毒性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研究苯对职业接触女

工月经及生殖机能的影响 , 我们对 326名苯作业女工月经及生

殖机能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 5个涉苯工厂中接触苯作业 、 工龄 1 年以上的已婚育

龄女工 326名为观察组 , 年龄 22 ～ 45 岁 , 平均 34.3岁 , 苯作

业工龄最长 19年 , 最短 1 年 , 平均 8.5 年 , 10 年以上工龄者

112 人。同时选择这 5 个工厂内不接触有害物质 , 身体健康的

已婚育龄妇女 219名为对照组 , 年龄 22 ～ 45 岁 , 平均 33.7 岁 ,

工龄1 ～ 20年 , 平均工龄 8.8 年 , 工种为行政管理人员 、 后勤

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两组工作日 、 生活水平及其他条

件基本一致 , 均无神经 、 精神病史。年龄 、 工龄经 t检验 , 差

收稿日期:2004-08-16;修回日期:2004-10-22

作者简介:蒋汝刚 (1968—), 男 , 副教授 , 硕士 , 主要从事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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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显著性。

1.2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表 , 通过面对面询问进行回顾性调

查 , 并按统一评价标准和说明填表。

1.3　月经异常判断标准

诊断月经异常是在排除哺乳期 、 避孕 (如使用宫内节育

器 、 口服避孕药等)、 人工流产 、 结扎手术 3 个月以内 , 且无

全身性和生殖系统疾患的前提下进行。 月经周期不规律指周

期超过 45 d及不足 20 d;月经周期延长者 , 以 45～ 60 d为 1 个

周期;月经周期缩短者 , 以 12 ～ 16 d 为 1 个周期;经量增多

者 , 每次月经用卫生纸 2包以上;痛经指经期必须使用止痛药

或休假者。月经周期 、 经量 、 经期 、 痛经有 1 项异常即为月经

异常 , 一人同时出现多项异常表现时 , 仍为 1 例异常。

2　结果

2.1　作业点空气中苯浓度

在 5 个工厂作业点采集 141 个样品 , 除1 个工厂作业点空

气苯浓度均值为 17.63 mg/m3 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40 mg/ m3)

外 , 其余 4 个工厂空气中苯浓度均值都超标。见表 1。

表 1　工厂作业点空气中苯浓度 mg/m3

厂名 样品数 浓度范围 均值 超标倍数

印刷厂 28 　10.25～ 29.57 17.63

制鞋厂 28 　18.15～ 97.32 75.26 0.88

涂料厂 26 　20.24～ 126.15 81.16 1.03

化工厂 30 　16.92～ 154.21 89.32 1.23

家具厂 29 　14.63～ 105.86 76.38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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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女工月经状况

苯作业女工月经初潮年龄 12 ～ 20 岁 , 平均 16.1 岁;对照

组女工初潮年龄 12～ 19 岁 , 平均 15.8 岁。苯作业女工月经异

常96名 , 月经异常率为 29.4%;对照组月经异常 31 名 , 异常

率为 14.2%, 两者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0.01)。苯作业组

女工各项月经异常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P <0.01 或

P<0.05), 见表 2。

表 2　苯作业组与对照组月经状况比较

组别 人数
月经周期 经期 经量 痛经

异常数 % 异常数 % 异常数 % 人数 %

苯作业组 326 45 13.8 43 13.2 66 20.2 81 24.9

对照组　 219 12 5.5 16 7.3 23 10.5 25 11.4

χ2值 　　　　　　　9.69 　　　　4.70 　　9.10 15.08

P值 　　　　　　　<0.01 　　　　<0.05 　　<0.01 <0.01

2.3　苯作业组女工月经异常与苯浓度的关系

在苯浓度超标最高的化工厂发现痛经 23 例 , 占 32.4%

(23/71), 在印刷厂 (未超标组)痛经者 11 例 , 占 16.9%

(11/65), 两者差异有显著性 (P <0.05);月经周期异常超标

组15 人 , 占 21.1%, 未超标组 5 人 , 占7.7%, 两者差异有显

著性 (P<0.05);经期异常超标组 14 人 , 占 19.7%, 未超标

组6 人 , 占 9.2%, 两者差异无显著性 (P >0.05);经量异常

超标组 19 人 , 占 26.8%, 未超标组 8 人 , 占 12.3%, 两者差

异有显著性 (P<0.05)。

2.4　女工生殖状况

2.4.1　苯作业组与对照组妊娠结局比较　苯作业女工妊娠次

数318次 , 对照组女工妊娠 209 次 (均剔除人工流产)。苯作业

组自然流产率为 14.2%(45/318), 对照组自然流产率为 5.3%

(11/209), 两者差异有极显著性 (P<0.01);苯作业组早产率

为 13.2% (42/ 318), 对照组早产率为 4.8% (10/209), 两者

差异有显著性 (P<0.01);苯作业组女工生育有出生缺陷 10

例 , 对照组出生缺陷 1 例 , 两者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苯作业组出现死产 3 例 、 死胎 4 例 、 过期产 16 例 , 对照组死

产 0 例 、 死胎 0 例 、 过期产 7 例 , 两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2.4.2　两组女工妊娠并发症比较　苯作业组女工妊娠恶阻

症 、 妊娠贫血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P <

0.01), 其他指标差异无显著性 (P>0.05)。见表3。

表 3　苯作业组与对照组妊娠并发症比较

组别 妊次数
妊娠恶阻 妊娠贫血 先兆流产 孕毒症 妊高症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苯作业组 318 79 24.8 58 18.2 16 5.0 23 7.2 12 3.8

对照组　 209 17 8.1 11 5.3 9 4.3 12 5.7 7 3.3

χ2值 　　　　　　23.63 　　　　　18.66 　　　　　0.15 　　　　0.45 　　0.07

P值 　　　　　　<0.01 　　　　　<0.01 　　　　　>0.05 　　　>0.05 　　>0.05

3　讨论

关于苯对职业女工月经的影响 , 国内虽有报道 , 但结果

不一 , 有学者报道苯作业可引起女工月经异常[ 1 , 2] , 也有学者

报道苯对作业女工月经机能无明显影响
[ 3]
。本次调查结果表

明 , 苯作业女工月经异常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女工 , 其中月经

周期 、 经量 、 经期异常率及痛经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 , 表明

苯对作业女工月经机能有影响。 苯浓度超标最高的化工厂女

工月经周期 、 经量异常率 、 痛经发生率明显高于非超标组 ,

表明月经异常与苯浓度有一定关系。

苯对职业女工生殖机能的影响近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动物实验结果表明高浓度苯具有明显的致胚胎毒性并导致

骨骼发育异常[ 4]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苯作业组女工自然流产

率 、 早产率及出生缺陷率高于对照组女工 , 与国内有关报道

一致[ 1] , 死胎 、 死产 、 过期产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虽无

显著性 , 但有增高趋势;调查表明苯作业女工妊娠恶阻症 、

妊娠贫血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说明苯对职业女工生殖机能有

影响。提示应加强对苯作业女工的保护措施及健康监护 , 以

确保职业女工及下一代的健康。

本次调查的 5 个工厂中有 4 个工厂的作业点空气中苯浓度

超过国家规定的卫生学标准 (40 mg/m
3
), 其普遍存在厂房条

件差 、 设备简陋 、 通风排毒措施不完善等情况 , 工人长期处

在不同程度的苯危害之中。 为保护职业接触者的身体健康 ,

相关单位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 使工作点空气中苯浓度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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