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女工乳腺疾病检出情况

企业

性质

调查

例数

体检例数

例次 %

乳腺增生

例次 %

乳腺肿瘤

例次 %

乳腺炎症

例次 %

国有 809 722 89.2 169 23.4 16 2.2 3 0.4

民营 992 876 88.3 167 19.1 4 0.5 9 1.0

合计 1 801 1 598 88.7 336 21.0 20 1.3 12 0.8

χ2 值 0.393 4.496 9.914 1.988

P值 >0.05 <0.05 <0.01 >0.05

2.4　女工生殖系统疾病检出情况

女工生殖系统疾病构成主要以子宫附件炎和宫颈糜烂为

主 , 其次为阴道炎和盆腔炎, 两组生殖系统疾病构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χ2 =11.66, P<0.05)。盆腔炎和子宫附件炎 、 宫颈

糜烂检出率民营企业均高于国有企业女工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8.506, P<0.01;χ2=4.278, P<0.05), 见表 5。

表 5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女工生殖系统疾病检出情况

企业

性质

调查

例数

盆腔炎

例次 %

子宫附件炎

例次 %

宫颈糜烂

例次 %

阴道炎

例次 %

恶性疾病

例次 %

其他

例次 %

国有 809 24 3.0 82 10.1 82 10.1 53 6.6 0 0.0 32 4.0

民营 992 58 5.8 132 13.3 117 11.8 57 5.7 1 0.1 29 2.9

合计 1 801 82 4.6 214 11.9 199 11.0 110 6.1 1 0.1 61 3.4

χ2值 8.506 4.278 1.247 0.504 Tisher sExactTex　t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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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在调查的 1 801名女工中 , 国有企业 40岁以上及 50岁以

下比重最大占 49.8%, 民营企业 30岁以上及 40岁以下比重

最大占 37.4%,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女工年龄构成有差异 ,

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建厂较早 , 职工较稳定 , 而民营企业建厂

较晚 , 职工较年轻 , 且流动性较大。

本次调查女工中 , 43.25%的女工出现月经异常现象 , 明

显高于张霜红有关月经异常的报道 [ 2] 。其中 30岁以下组女工

痛经的发生率最高 , 30岁以上女工月经量异常的情况最为突

出。女工痛经的发生率随年龄有所下降 , 月经量异常 、 月经

周期异常 、 月经期淤血随年龄的增加有上升趋势。 40岁以下

女工月经周期异常的发生率随工龄增长有所增加。 经分析 ,

人工流产 、 连续工作 、 长时间站立 、 负重工作 、 接触噪声都

可能是造成女工月经异常的原因。

　　乳腺疾病构成主要以乳腺增生为主 , 女工生殖系统疾病

构成主要以子宫附件炎和宫颈糜烂为主 , 其次为阴道炎和盆

腔炎。乳腺增生 、 乳腺肿瘤 、 盆腔炎和子宫附件炎检出率民

营企业均高于国营企业女工。说明乳腺增生 、 生殖道感染是

目前危害女职工的妇科常见病 、 多发病 , 与有关资料报道相

似 [ 3 , 4] 。这与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 、 福利待遇 、 女工保健政策

和职工自我保健意识有关。因此在政策方面更应该关注民营

企业女工 , 保健策略应关注女工的生殖系统疾病 , 建议企业

做好女工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 尤其是民营企业女工应定期

进行生殖系统疾病的筛查 , 早期发现 、 早期诊断 、 早期干预

为疾病预防的关键。杜绝民营企业女工的生殖健康保健工作

出现空白现象。

由此可见 , 甘肃省制药行业女工的生殖健康现状不容乐

观 , 尤其是民营企业女工的生殖健康更应引起重视 , 女工劳

动保护 、 健康促进 、 职业病防治等工作需要政府部门 、 相关

非政府组织 、 媒体 、 企业 、 女职工自身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女性肩负着物质生产和生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 , 妇女劳

动过程中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自身

的身心健康 , 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 , 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质

量。因此 , 保护女性职业健康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公共关注 [ 5] 。

大力开展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 提高女工自我保护意识与

技能 , 主动保护自我的健康;针对不同的行业和岗位 , 开展

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 , 降低工作过程中的健康风险 [ 6] 。

参考文献:

[ 1] 保毓书 , 王簃兰 , 冯克玉 , 等.生殖流行病学调查中常用的分析

及其统计方法 [ J] .劳动医学 , 1989, 6 (3):50-51.

[ 2] 张霜红.职业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女工生殖系统的损害 [ D].

四川大学 , 2005.

[ 3] 冯琪 , 韩春艳.深圳市南山区部分妇女健康状况分析 [ J] .中国

计划生育学杂志 , 1999, 7 (10): 473.

[ 4] 乐杰.妇产科学 [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290-298.

[ 5] 刘伯红.全球化与中国妇女健康 [ 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2005, 22 (4):9-18.

[ 6] 俞文兰, 李彦琴 , 周安寿.流动女工的职业危害分析与控制

[ 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2009, 22 (2):141-143.

宜昌市 262名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Analysisonhealthexaminationresultof262 radiationworkersinYichangcity

明小燕 , 李燕 , 李有军
MINGXiao-yan, LIYan, LIYou-jun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湖北 宜昌　443005)

　　收稿日期:2010-10-18;修回日期:2010-12-22
作者简介:明小燕 (1984—), 女, 医师, 硕士, 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

　　摘要:通过对宜昌市城区 262名放射工作人员血常规 、

眼晶体 、 心电图 、 B超 、 肝功能等方面的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

发现长期小剂量电离辐射接触对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血常规检查中各年龄组白细胞异常率

均最高及眼晶体混浊率随工龄的增长显著增加。 建议进一步

加强放射防护工作 , 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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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放射技术的广泛应用 , 放射性工作已在医疗卫生 、

电子 、 地质和建材等部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但与此同时 ,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问题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解我

市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状况 , 及时发现放射人员健康问题 , 从

而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定期集中组织放射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现将 2009年 8 ～ 9

月宜昌市城区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宜昌市 2009年 8 ～ 9月在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集中进行健康体检的 262名放射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依据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规定 》 和 《放射工作人员

的健康标准》 (GBZ98— 2002)的要求和方法对放射人员进行

健康体检。主要的体检内容包括血常规检查 、 肝功能 (包含

ALT、 总胆红素两项)、 心电图 、 B超 (肝 、 胆 、 脾)、 眼晶

状体检查等。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方法主要为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放射工作人员共 262名 , 其中男性 197人 、

女性 65人。医疗机构从事放射工作人员 225人 , 企业从事工

业探伤 37人 。调查人群年龄范围为 21 ～ 64岁 , 平均年龄

37.13岁 , 工龄为 1个月 ～ 39年 , 平均工龄 11.6年。

2.2　血常规

放射人员外周血象检查指标主要为 4 项:白细胞

(WBC)、 红 细胞 (RBC)、 血 红蛋 白 (Hb)和血 小板

(PLT)。健康体检结果显示 , 白细胞异常率 14.1%, 红细胞

异常率 3.8%, 血红蛋白异常率 8.8%, 血小板异常率

10.9%。不同工龄及不同性别放射人员血常规检查情况见表

1、 2。

表 1　不同工龄放射工作人员血常规检查情况

工龄组

(年)

受检

人数

WBC

异常数 异常率(%)

RBC

异常数 异常率(%)

Hb

异常数 异常率(%)

PLT

异常数 异常率(%)

～ 5 93 15 16.1 4 4.3 10 10.7 8 8.6

6～ 10 42 6 14.3 2 4.8 2 4.8 3 7.1

11～ 15 37 3 8.1 0 0 2 5.4 4 10.8

16～ 20 44 6 13.6 3 6.8 3 6.8 6 13.6

21～ 46 7 15.2 1 2.2 6 13.0 5 10.9

合计 262 37 14.1 10 3.8 23 8.8 26 9.9

表 2　不同性别放射工作人员血常规检查情况

性别
受检

人数

WBC

异常数 异常率(%)

RBC

异常数 异常率(%)

Hb

异常数 异常率(%)

PLT

异常数 异常率(%)

男 197 22 11.2 8 4.1 18 9.1 20 10.2

女 65 15 23.1 2 3.1 5 7.7 6 9.2

合计 262 37 14.1 10 3.8 23 8.8 26 9.9

　　表 1 中 WBC、 Hb、 RBC、 PLT异常率 , 经统计学检验

(χ2检验 、 Fisher确切概率), 与工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表 2中女性 WBC异常率经 χ2检验 , 显著高于男性 (χ2 =

5.72, P=0.02);其他指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P>0.05)。

2.3　眼晶体

主要检查后囊下 、 前囊下 、 赤道是否出现粉尘状 、 点状 、

片状混浊。体检结果经统计 , 受检人群眼晶体混浊率达

42.7%, 其中 , 后囊下 、 前囊下 、 赤道的混浊率分别为

20.9%、 8.7%、 16.4%。不同工龄 、 年龄及不同性别的放射

工作人员眼晶体检查结果见表 3、 表 4。

经 CMH卡方检验 , 调整了年龄和性别后 , 晶状体混浊率

与工龄有关 (CMH卡方 =14.03, P=0.007<0.05)。工龄 <5

年的放射人员晶状体混浊率最低 , 工龄 >20年的放射人员晶

状体混浊率最高。

2.4　肝功能 、 B超 、 心电图检查

表 3　不同工龄 、 年龄的放射工作人员晶状体检查情况

工龄组

(年)

受检

人数

年龄≤ 40

人数
晶状体

混浊人数

年龄 >40

人数
晶状体

混浊人数

合计

混浊

人数

混浊率

(%)

～ 5 93 83 14 10 6 20 21.5

6～ 10 42 30 9 12 6 15 35.7

11～ 15 37 26 15 11 5 20 54.1

16～ 20 44 21 8 23 15 23 52.3

21 ～ 46 — — 46 34 34 73.9

合计 262 160 46 102 66 112 42.7

表 4　不同性别放射工作人员晶状体检查情况

性别 受检人数 晶状体混浊人数 晶状体混浊率 (%)

男 197 91 46.2

女 65 21 32.3

合计 262 112 42.7

　　本次对放射人员肝功能 (ALT、 总胆红素)、 B超 (肝 、

胆 、 脾)、 心电图进行检查 , 体检结果经统计 , 肝功能两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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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异常率为 19.1%, 总胆红素均处于正常值范围内;B超

异常率 42.8%, 主要表现为轻 ～中度脂肪肝 (22.5%)、 肝内

胆管结石 (5.7%)、 胆囊结石 (5.3%)等;心电图异常率

31.3%, 主要表现为窦性心律过缓 (12.6%)、 窦性心律不齐

(9.9%)、 肢体导联低电压 (4.2%)等 , 放射工作人员肝功

能 、 B超 、 心电图检查情况见表 5。

表 5　放射工作人员 ALT、 B超 、 心电图检查情况

工龄组

(年)

受检

人数

ALT

异常数 异常率(%)

B超

异常数 异常率(%)

心电图

异常数 异常率(%)

～ 5 93 14 15.1 35 37.6 28 30.1

6～ 10 42 7 16.7 16 38.1 15 35.7

11～ 15 37 8 21.6 11 29.7 8 21.6

16～ 20 44 12 27.3 18 41.0 15 34.1

21 ～ 46 9 19.6 32 69.6 16 34.8

合计 262 50 19.1 112 42.8 82 31.3

　　经 χ2检验 , ALT异常 、 心电图异常率与工龄无明显相关

(P>0.05), 而 B超检查异常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增加 (趋势χ2

检验 , P=0.004<0.05)。

3　讨论

放射工作人员长期接受小剂量电离辐射产生的效应 , 主

要以眼晶体损伤和血液系统的变化为特征 [ 1] 。

本次调查中眼晶体混浊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增高 , 这与国

内其他文献的报道一致 [ 2 ～ 4] , 且眼晶体混浊以后囊出现混浊

为主 , 原因可能是电离辐射所致眼晶体最初后囊出现混浊 ,

然后逐渐向前部及赤道发展 [ 5] 。

血常规检查指标中不同工龄白细胞异常率最高 , 白细胞

异常率随工龄的增长先降低后升高 , 原因可能是人体受照射

的早期白细胞反应较敏感 , 长期从事放射工作后 , 机体血液

系统开始出现 “适应性反应” [ 6] , 在小范围内呈现回升 , 当接

受的放射剂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 , 机体代偿功能降低 , 白细

胞再度下降。血常规各指标与工龄相关性不明显 , 原因可能

是长期小剂量电离辐射对血液系统的生物效应 , 是损伤与修

复同时存在的动态变化过程 , 接触小剂量电离辐射时无明显

的剂量-反应关系 [ 7] 。本文对不同性别的血常规指标异常率也

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 发现女性白细胞异常率显著高于男性 ,

初步说明女性白细胞较男性对小剂量电离辐射更为敏感 , 这

与张晓等 [ 8]研究结果一致。

其他检查中 , 除 B超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 其

他均无统计学意义。 B超异常主要表现为轻 -中度脂肪肝 、

肝内胆管结石 、 胆囊结石等 , 由于受生活习惯及环境影响

较大 , 与接触小剂量电离辐射是否有相关性有待进一步

探讨 。

本次放射人员健康调查显示 , 长期小剂量电离辐射可对

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 建议卫生监督部门加强放射卫生

的监管力度 , 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的监督 、 检测系统;加强宣

传放射防护知识 , 提高放射人员自我防护意识;医疗及企业

单位应加强本单位的自主管理 , 设置专职负责防护工作人员 ,

定期组织放射人员健康体检 , 从而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 ,

促进我国医疗卫生及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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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接触粉尘可导致尘肺病的发生 , 并影响个人

的身心健康。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该生产企业职业危害较严

重 , 应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加强通风除尘 , 采用湿式作

业 , 保证防尘设备的正常运转 , 加强个体防护 , 加强职业卫

生知识宣传 , 粉尘危害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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