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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加工业职业危害的调查
Surveyontheoccupationalhazardinarecaprocessi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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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Hua-bei, ZHANGHua-ling, ZHOUXiang-hui, HUANGXi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采用职业流行病学方法 , 对我市 7家槟榔加工企

业的职业病危害进行调查。该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

氟化物 、 粉尘等 , 作业工人月经异常 、 皮肤损害 、 心电图异

常 、 血清 IgA含量降低等明显增高 , 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槟榔加工;职业危害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9)02-0125-03

延续了 300多年的以家庭作坊为特征的湖南槟榔业 , 近

十多年里迅速拓展成为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新兴产业 , 这不

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 同时也给职业卫生增加了新的内

容和任务。为摸清槟榔加工行业的职业危害 , 提出有效的预

防对策 , 我们对 7家槟榔加工厂职业危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研

究。

1　内容及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从槟榔加工业地区 (乡镇)已进行工商登记且有一定规模

的企业进行整群抽样调查, 共调查了 7家企业 、 904名工人。

1.2　劳动卫生学调查

核实 7家企业劳动卫生档案 , 按统一表格逐厂深入车间

调查后填写。各种毒物的测定按照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进行 , 粉尘浓度的测定按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GB/T5748— 85)进行。评价标准依据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GBZ2— 2002)。

1.3　职业危害调查

1.3.1　对女工生殖功能危害的调查　选择从事槟榔加工作业

>1年 , 在此岗位工作后妊娠或已婚 (2年)未孕的女工 428

人为接触组 , 平均年龄 (3.0±2.6)年 , 平均年龄 (31.6 ±

3.9)岁。选择从事超市经营 、 不接触生殖系统有害物质的女

工 476名为对照组 , 平均工龄 (4.0 ±2.7)年 , 平均年龄

(32.4±4.0)岁。对接触组与对照组年龄 、 工龄 、 劳动条件 、

生活习惯及文化程度等一般情况进行均衡性检验 , 组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调查方法按全国妇女劳动卫生

学组制定的生殖职业流行病学调查方法进行 [ 1] 。

1.3.2　对工人手部皮肤损害的调查　选择槟榔加工作业工人

490人为接触组 , 年龄 19 ～ 42 (31.4)岁 , 作业工龄 0.5 ～ 3

(2.1)年;选择从事行政管理的办公室人员 240人为对照组 ,

年龄 19 ～ 45 (32.2)岁 , 工龄 0.5 ～ 5 (2.8)年。接触组与

对照组年龄 、 工龄 、 生活习惯 、 文化程度等一般情况基本相

似。制定专业调查表 , 由医务人员逐一仔细检查手部皮肤损

害情况。

1.3.3　对机体免疫功能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选择槟榔作业

女工 129名作为接触组 , 平均年龄 31 (18 ～ 42)岁 , 平均工

龄 1.7 (0.5 ～ 6)年。 对照组选取不接触有害因素的行政管

理人员及服务人员 119名 , 均为女性 , 平均年龄 32 (18～ 45)

岁。接触组与对照组在年龄 、 工龄 、 工作时间及作业强度等

·125·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 4月第 22卷第 2期　　ChineseJIndMed　April2009, Vol.22 No.2



方面尽可能具有可比性。 以血清 IgA、 IgG、 IgM作为免疫学

观察指标 , 抽取静脉血 3 ml, 用单向免疫扩散法检测。心电

图检查采用上海产 ECG6511型心电图机 , 记录受检者在安静

情况下心电图 12导联的特征变化。异常判断标准依据戚仁铎

编写的 《诊断学》 [ 2] 。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Excel输入 , 采用 SPSS10.0统计软件 , 作 t或 χ2

检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1.1　本次调查的 7家大中型槟榔加工厂 , 职工人数最少的

为 78人 , 最多的达2 900人 , 企业年产值 50 ～ 1 000万元。作

业工人为临时工 , 其中 99%以上为女性。初中及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占 94.5%。人员年流动性最大达 37.18%, 一般为季

节工。每天两班制 , 每班工作 12h, 均为计件作业。

2.1.2　槟榔加工生产的工艺流程　原料※选籽※去蒂※漂洗

※发籽※烘烤※切籽※挑卉※点卤水※上卉※包装※产品。

2.1.3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来源　槟榔加工作业环境存在一氧

化碳 、 铅 、 砷化物 、 氟化物 、 粉尘、 噪声 、 高温 、 微波等职业

病危害因素。一氧化碳来源于燃煤供热;铅、 砷化物、 氟化物

来源于辅料卤水;苯并芘来源于熏干槟榔果中的烟垢;酸 、 碱

来源于预处理时用低浓度碱溶液或酸溶液浸泡清洗槟榔;微波

来源于对槟榔果进行加热干燥;高温来源于热烫 、 漂洗、 烘干

槟榔果及燃煤供热;噪声主要来自锅炉房鼓风机;粉尘主要产

生于槟榔果的筛选 、 燃煤等。对几个主要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测定结果见表 1。此外 , 在选籽 、 去蒂 、 切籽 、 挑卉 、

点卤水 、 包装等作业岗位存在重复同一简单动作 、 长期坐位 、

劳动时间安排不合理 、 精神紧张等职业卫生问题。

表 1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采样
地点

样品数
危害因素
名称

检测结果

(mg/m3)
评价
情况

筛选 9 粉尘 2.4～ 5.8 合格

烘烤 9 铅烟 0.006～ 0.012 合格

点卤 9 砷化物 (砷酸) 0.001 2～ 0.002 1 合格

点卤 9 氟化物 (总氟) 0.001 3～ 0.002 2 合格

燃煤 9 一氧化碳 8.9 ～ 13.2 合格

2.2　槟榔加工对女工生殖功能的影响

接触组女工妊娠合并恶阻 、 自然流产率分别为 8.50%、

5.82%, 明显高于对照组 (4.70%、 3.07%)(P<0.05), 并

随工龄增长而增加。槟榔加工作业女工月经异常情况见表 2。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的比较 %

组别
调查

人数

周期

延长

周期

紊乱

经期

延长

经期

缩短

经量

增多

经量

减少
痛经

经前紧

张症

接触组 428 2.15＊＊ 6.54＊＊ 2.80＊ 0.70 7.24＊＊ 3.03 21.26＊＊ 69.39＊＊

对照组 476 5.67 1.05 0.84 0.42 1.89 3.15 9.45 44.96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P<0.01。表 3、 表 5同。

2.3　对工人手部皮肤的损害

接触组 490人中皮肤损害 297例 , 阳性率 60.6%;对照

组 240人中皮肤损害 28例 , 阳性率 11.7%。接触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 (P<0.01), 见表 3。

表 3　槟榔加工作业工人手部皮肤损害情况 %

组别
受检
人数

皮肤
干燥

溃疡
皮肤色
素沉着

皮肤干
燥角化

机械　
损伤　

接触组 490 15.10＊＊ 27.75＊＊ 8.57＊＊ 19.95＊＊ 6.53＊＊

　选籽 98 11.22 60.20＊＊ 16.33＊＊ 18.37＊＊ 8.16＊＊

　去蒂 45 6.67 4.44 0 0 42.22＊＊

　切籽 44 15.91＊ 13.64＊＊ 6.82 31.82＊＊ 6.82＊＊

　剔仁 47 4.26 6.38 8.51 10.64 4.26
　放籽 80 28.75＊＊ 21.25＊＊ 5.00 31.25＊＊ 0

　点卤水 163 15.34＊＊ 29.44＊＊ 9.20＊＊ 20.86＊＊ 0
　包装 13 23.08＊＊ 7.69 0 0 0

对照组 240 6.25 2.50 2.08 2.92 0.41

2.4　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见表 4)

表 4　槟榔接触组及对照组免疫指标测定结果 (x±s)g/L

组别 观察例数 IgA IgG IgM
接触组 129 1.88±0.34 14.62±2.27 1.82±0.49
对照组 119 2.52±0.39 15.25±1.88 1.93±0.50
t值 13.465 2.404 1.678
P值 <0.01 <0.05 >0.05

2.5　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槟榔接触组心电图异常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 见表 5。

表 5　槟榔接触组与对照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组别

窦性心

动过速

窦性心

律不齐

窦性心

动过缓

ST段
改变

其他 合计

n % n % n % n % n % n %

接触组

(n=129)
8 6.20 17 13.18 5 3.88 4 3.10 7 5.43 37 28.68＊

对照组

(n=119)
4 3.36 10 8.40 3 2.52 1 0.84 4 3.36 22 18.49

3　讨论

3.1　槟榔加工作业为计件工作的流水线作业 , 心理负荷大 ,

工作时精神高度紧张 , 重复同一动作 , 长期坐位。有研究表

明 [ 3] , 精神高度紧张 , 心理负荷大 , 视觉 、 骨骼肌等器官组

织的紧张度过大等因素的长期作用将影响到激素的代谢 , 导

致月经周期紊乱。长期坐位工作 , 影响静脉血液回流 , 可使

盆腔器官充血 , 引起经量增多 , 痛经发生率增加。此外 , 槟

榔加工作业环境中存在铅 、 氟化物 、 砷化物等职业病危害因

素 , 这些因素均对女工月经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2　本次调查表明 , 妊娠合并恶阻 、 自然流产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P<0.05), 并随工龄增长而增加 , 表明槟榔加工作业

女工生殖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推测其原因可能与行业环

境中存在铅 、 氟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

3.3　槟榔加工辅助材料主要有卤水 、 碱 、 氟化物等。卤水一

般是用饴糖或片糖 、 生石灰 、 蛋清和水加热熬制而成的汤 [ 4] 。

生石灰和蛋清具有较强的黏附性 , 是危害工人手部皮肤的主

要因素。生石灰对皮肤有干燥和腐蚀作用 , 可引起皮肤干燥 、

角化 、 溃疡。放籽岗位工人以皮肤干燥 、 溃疡损害为主 , 可

能与其接触卤水机会最多和该岗位的槟榔未经煮籽 、 发酵过

程 , 存在较高浓度的氟化物有关。 另外 , 该岗位工人因长期

使用普通胶布粘胶手部皮肤 , 造成皮肤损伤后 , 接触较高浓

度的氟化物引起皮肤瘙痒 , 经常抓揉引起皮肤溃疡。去蒂工

人以机械损伤为主 , 去蒂时工人接触槟榔蒂 , 而槟榔蒂的毛

刺具有钝器性质 , 造成的伤害机会较多 。选籽和点卤水工人

以皮肤色素沉着损害为主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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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机体免疫反应状

态 , IgA、 IgG减少 , 机体免疫功能明显下降 , 已成为对长期

低水平接触职业有害因素进行安全性评价的敏感指标 [ 5] 。本

研究结果发现 , 槟榔加工工人血清 IgA、 IgG含量明显低于对

照组 , 尤其是 IgA降低较显著。提示槟榔加工者免疫功能受

到一定程度损害 , 可能与槟榔加工作业环境中存在铅 、 氟化

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沈凌汛等 [ 6]研究氟暴露工人血清

IgG、 IgA含量变化 , 结果实验组明显低于非暴露者 , 而 IgM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5　本次 129名槟榔加工作业人员心电图总异常率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以窦性心律不齐较为多见。槟榔加

工作业中存在着噪声 、 夏季高温 、 精神紧张等职业危害因素 ,

可对作业工人心血管系统产生一定损害。

3.6　目前仅湖南槟榔加工从业人员就达 20多万 , 保护这一

人群的健康 , 对实现我国 “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保健” 的目标 ,

提高人口素质 、 维护社会稳定 、 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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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某矿区自建矿以来具有 1年以上粉尘接触史

的工人 , 采用寿命表法预测迄今未患煤工尘肺的接尘工人今

后若干年内可能发病的人数。结果 1960年前 、 1960 ～ 1965

年 、 1965 ～ 1970年 、 1970 ～ 1975年和 1975年以后 5个不同年

代参加接尘作业工人煤工尘肺预期发病人数分别约 7、 2、 2、

4和 5人 , 共约 20人;今后 20年内的可能发病人数约 18人 ,

占全部预期发病人数的 84.6%。 1960年前参加接尘作业的工

人今后可能发病的人数占预期发病总人数的 33.8%。预测煤

工尘肺新发病例数主要集中在今后的 20年内 ,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 , 其发病人数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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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工尘肺严重危害了煤矿工人的健康 , 是一种不可逆转

的职业性疾病 , 工人一旦患病 , 寿命明显缩短 [ 1] , 影响和制

约了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预测接尘工人煤工尘肺的发病

趋势 , 可为进一步加强煤工尘肺防制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应用寿命表法对铁法煤业集团某矿区今后若干年内煤工

尘肺发病趋势进行了预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源来源

选择铁法煤业集团某矿区自建矿以来具有 1年以上粉尘

接触史且未患煤工尘煤的健康工人做为此次研究的调查对象 ,

要求职业史完整 , 且具有健康检查卡 , 调查截至日期 2004年

12月 31日 。

1.2　预测方法及其原理

1.2.1　年平均发病率的计算　以 5年为一个时间段 , 以开始

接尘时间为依据 , 划分为 1960年前 、 1960 ～ 1965年 、 1965 ～

1970年 、 1970 ～ 1975年和 1975年 ～ 5个队列 , 采用寿命表法

分别计算不同接尘年代参加接尘工人至 2004年 12月 31日的

煤工尘肺累积患病率 , 进而计算出年平均发病率。

1.2.2　不同年龄组接尘工人煤工尘肺未来发病人数的预测　

以 5周岁为一年龄组 , 计算各队列每个年龄组健康接尘工人

数 (xmi, m=1, 2, 3队列数;i=1, 2, … , n年龄组数)。

假定以各队列接尘工人煤工尘肺平均患病率为该队列未

来发病率 (pm), 不同年代参加接尘作业的不同工种工人的期

望寿命与当地男性居民年龄别预期寿命相同 , 为接尘工人的

预期寿命 (Ei), 预测不同年代参加接尘作业迄今未患煤工尘

肺工人各年龄组煤工尘肺发病人数 (ami)、 每个年龄组未来

发病总人数 (a
i
)和每个队列未来发病总人数 (a

m
)。

ami=xmi· Ei· pm, am=∑
n

i=1
ami, ai=∑

3

m=1
ami

1.2.3　不同时间段煤工尘肺未来发病人数的预测　以 5年为

一个时间段 (tk, k=1, 2, … , q), 根据各队列每个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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