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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低浓度一氧化碳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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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接触低浓度一氧化碳的 286名育龄女工进行生

殖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 , 低浓度一氧化碳可使女工以痛

经为主的月经异常指标 、 妊高症 、 先兆流产 、 早产 、 自然流

产 、 低体重儿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提示应重视低浓度一氧化

碳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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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低浓度一氧化碳 (CO)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

我们于 2006年对某公司接触低浓度 CO的部分女工进行了生

殖流行病学调查 , 为保护女工的生殖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接触低浓度 CO的女工 286名为观察组 , 同时选择作

业环境相似 、 不接触 CO的女工 275名为对照组。两组女工年

龄 20 ～ 45岁 , 从事本职工作 1年以上 , 无接触高温 、 振动 、

电磁辐射 、 苯等对女工月经及生殖机能有影响的其他物理或

化学因素的作业史 , 工作前月经正常 , 未服避孕药。 两组女

工年龄 、 工龄构成虽有差异 , 但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采用统一调查表 , 由专业人员逐人进行问卷调查。有关

月经与生育情况的分析指标按 1989年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妇

女劳动卫生学组确定的生殖流行病学调查中常用分析指标及

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各月经异常指标和生殖危害指标的发生

率及相对危险度 (RR)、 95%可信限 (95%CI)和特异危险

度百分比 (AR%)。用卡方检验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3　作业环境空气中 CO浓度的测定

作业环境空气中 CO浓度测定采用国产 CO-180一氧化碳

测定仪 , 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定期对仪器进行校准。 CO浓度

测定按 GB13733— 92 《有毒作业场所空气采样规范》 进行 ,

在 CO作业工人的呼吸带高度采集有代表性的 5个样本为一

组 , 上 、 下午各采集一组平行样本 , 连续测定 2 d, 取所有样

品的平均值作为本次测定的 CO浓度 , 并将结果填入工业卫生

档案。每年冬 、 夏季各测定一次。查阅工业卫生档案 , 对调

查女工所在岗位 3年来的监测数据按工种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作业环境空气中 CO浓度测定结果

煤气管道运行女工的工作场所主要在煤气加压站隔音室 ,

每隔 1 ～ 2 h到鼓风机室检查并记录一次设备运转情况 , 共测

定 9个隔音室和 9个鼓风机室计 18个作业点。管道阀门检修

工主要工作场所位于煤气管道比较集中的煤气发生车间 、 煤

气储存车间和煤气加压站鼓风机室 , 共测定 29个作业点。仪

表工主要工作在煤气发生炉中控室 、 煤气储存车间仪表室 ,

共测定 12个作业点。辅助工主要指电工等辅助工种及现场管

理人员 , 共测定 10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每年测定 2次 , 每

次 20个样本。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岗位作业环境空气中 CO浓度 mg/m3

工种 测定范围 几何均值
超标率

(%)

最高超

标倍数

煤气管道运行工 15.23～ 57.69 21.85±2.58 10.36 1.92

管道阀门检修工 13.58～ 79.24 27.36±2.94 13.58 2.64

煤气车间仪表工 21.45～ 87.53 26.57±3.02 29.37 2.92

煤气车间辅助工 18.57～ 43.71 20.39±2.36 18.21 1.46

2.2　低浓度 CO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表 2 ～ 5)

表 2　低浓度 CO对女工月经功能的影响 例

组别
调查

人数
月经异常 周期异常 经期异常 经量异常 痛经

观察组 286 138(48.25) 43(15.03) 48(16.78) 47(16.43) 80(27.97)

对照组 275 97(35.27) 30(10.91) 35(12.73) 45(16.36) 51(18.55)

χ2值 9.70 2.11 1.83 0.0005 6.96

P值 <0.01 >0.05 >0.05 >0.05 <0.01

RR 1.37 1.38 1.32 1.00 1.51

95%CI 1.12 ～ 1.67 0.90 ～ 2.12 0.89 ～ 2.15 1.11 ～ 2.05

AR% 27.01 27.54 24.24 0.4 33.77

　　注:(　)内为%, 下表同。

表 3　年龄与月经异常的关系

年龄

(岁)

观察组

人数 异常数
异常率

(%)

对照组

人数 异常数
异常率

(%)

χ2值 P值

20 ～ 29 96 39 40.63 94 21 22.34 7.35 <0.01

30 ～ 39 104 53 50.96 98 36 36.73 4.14 <0.05

>40 86 46 53.49 83 40 48.19 0.47 >0.05

χ2值 3.49　 13.05　　

P值 >0.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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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低浓度 CO对女工妊娠合并症的影响

组别 调查人数 妊娠次数 妊娠恶阻 妊娠贫血 妊娠高血压 先兆流产

观察组 286 332 24(7.23) 27(8.13) 31(9.34) 40(12.05)

对照组 275 308 13(4.22) 21(6.82) 14(4.55) 17(5.52)

χ2值 2.65 0.40 5.61 8.39

P值 >0.05 >0.05 <0.05 <0.01

RR 1.71 1.19 2.05 2.18

95%CI 0.90～ 3.26 0.69～ 2.04 1.13～ 3.71 1.28 ～ 3.69

AR% 41.52 15.97 51.22 54.13

表 5　低浓度 CO对女工妊娠结局的影响

组别
妊娠

次数
足月产 过期产 早产

自然

流产

死胎

死产

低体

重儿

观察组 332 256(77.11)15(4.52)29(8.73)32(9.64) 7(2.11) 27(8.13)

对照组 308 272(88.31)9(2.92) 11(3.57)16(5.20) 3(0.97) 12(3.90)

χ2值 13.89 1.13 7.27 4.55 0.7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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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1.55 2.44 1.85 2.18 2.08

95%CI 0.69～ 3.48 1.28～ 4.67 1.05 ～ 3.26 0.35～ 13.53 1.10～ 3.95

AR% 35.48 59.02 45.95 54.13 51.92

3　讨论

低浓度 CO一般是指环境空气中 CO浓度低于国家最高容

许浓度。低浓度 CO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目前认识尚不一

致 [ 1, 2] 。本次调查发现观察组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为 48.25%,

高于对照组 (35.27%),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

中观 察 组女 工 痛 经 发 生 率 为 27.97%, 高 于 对 照 组

(18.55%),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接触低浓度

CO可使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明显增高 , 并以痛经为著。这可

能是因为缺氧引起的性激素分泌紊乱而致月经失调 , 而子宫

肌组织缺氧缺血对自主疼痛神经纤维的刺激则可能是痛经发

生的主要原因 [ 3]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观察组和对照组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

均有增高的趋势 , 其中对照组上升趋势明显 , 年龄组之间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观察组这种趋势趋于平坦 , 起点明显

增高 , 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低浓度 CO对月

经功能的影响在早期即可以表现出来。同年龄组比较 , 观察

组 40岁以下年龄组月经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而 >40

岁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低浓度 CO对月经功

能的影响在年轻女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年轻女工正处于生

育的高峰期 , 重点加强该年龄段女工的保护措施 , 适当减少

接触时间 , 对减少月经异常发生率 , 提高生育质量具有重要

的意义。

HbCO不但使母体血氧浓度下降 , 还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

体内 , 导致胎儿低氧血症 , 阻滞胎儿发育 , 引起一系列相应

的临床症状。本次调查发现 , 观察组女工妊高症 、 先兆流产 、

早产 、 自然流产 、 低体重儿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 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 , CO除对人体有人所共知的不良影响外 , 对女

性的生殖健康亦可产生一定的损害 , 特别是处于生育年龄的

女工。故应加强女工的劳动保护 , 在妊娠期应尽量减少接触

CO的时间 , 切实保障女工及其子代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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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乘务员听力损伤的调查

Investigationonhearingimpairmentinlocomotive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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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1526名机车乘务员进行纯音测听检查 , 并与

182名非噪声作业人员进行对照。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检出率

43.12%, 听力损伤检出率 2.36%, 听力损失检出率随着工龄

的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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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已经成为铁路机车乘务员常见的职业危害因素。 为

了解机车乘务员听力损伤状况 , 我们对济南铁路局青岛及淄

博地区的机车乘务员进行听力损伤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参与调查的铁路机车乘务员分别来自青岛 、 淄博两

个地区 , 共 1570人 , 剔除非噪声性听觉疾患 、 资料不完整及

已经调离机车乘务员岗位 1年以上者 44人 , 以 1526名男性机

车乘务员为噪声组 , 年龄 19 ～ 59岁 , 平均 (37.3±7.6)岁 ,

工龄 1 ～ 42年 , 平均 (18.7±7.8)年 , 对照组为本局非噪声

作业男性后勤人员 182名 , 年龄 19 ～ 57岁 , 平均 (38.3 ±

8.8)岁 , 工龄 1 ～ 40 年 , 平均 (19.2 ±10.1)年。 两组年

龄 、 工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460, 0.605, P>0.05)。

1.2　方法

采用丹麦 AD226型听力计 , 在本底噪声小于 3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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