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研究组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为不同

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的目标、 期望、 标准以及

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态的体验。 生活质量评定既可对

生理、 心理、 社会等方面， 又可对总体健康状况进行定量测

量， 是目前准确、 定量地描述人们健康状况的最好手段， 既

适用于个体又适用于人群， 是研究职业因素对工人生活质量

影响的重要途径［２，３］ 。
石雕作业工厂多为民营性质， 劳动条件较差， 工人的劳

动强度大、 每周工作时间较长。 劳动卫生学调查显示石雕作

业的多个工序均可产生较大的职业危害， 现场粉尘浓度较高、
分散度较大， 且噪声声级多在 ８０ ｄＢ 以上甚至达到 ９６ １ ｄＢ，
石雕作业工人对职业危害知晓度较低， 主动防护行为更低［４］ ，
石雕作业可导致工人的疲劳度明显提高［５］ 。

本研究结果表明， 石雕作业工人四个维度得分及总得分均

低于对照组， 不同工龄组心理功能维度和社会功能维度及总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随着工龄的延长， 得分逐渐下降。 这

可能与石雕作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诸多的职业危害因素有关。
这些有害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石雕工人的生理、 心理功能，
并对他们的行为及思维产生较大影响， 进而降低生活质量。 石

雕作业常见的职业危害因素有生产性粉尘、 噪声、 振动， 由于

是露天作业， 夏季和冬季还存在高温和低温等物理性职业因

素。 粉尘分散度调查发现， 直径≤５ μｍ 的粉尘粒子在各个作业

岗位上的占比均超过 ５０％， 表明石雕作业粉尘危害较大。 石雕

作业为高强度体力劳动， 工人通常在强迫体位下连续工作数小

时， 而工人在雕刻时， 常需聚精会神防止石件的破损， 也增加

了其工作紧张度。 诸多因素联合作用， 使作业工人的生活质量

降低； 且工龄越长， 生活质量问卷的得分越低， 多因素分析表

明， 工龄是进入多元回归模型的唯一因素。
本研究还显示，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人群基本特征在文化

程度、 经济收入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也是造成

两组间生活质量不同的原因之一。 观察组均为农民工， 中小

学及以下学历者居多， 收入较低者占比较高。 较低的学历层

次和经济收入造成了他们对生活期望、 标准的下降及对自身

身心健康的关注程度较低。 观察组各项人群基本特征的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 文化程度对躯体功能得分具有显著性影响，
而婚姻状态对物质生活得分具有显著性影响。 文化程度高的

工人， 一般具备更多的医学知识， 在石雕作业这种高强度、
多职业有害因素的工作中， 可能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 已婚

的工人可能受家庭的影响， 有配偶的关爱， 具有较强的家庭

责任感， 更注重物质生活对自身健康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石雕作业工人均为青壮年男性农民工， 他们较

低的收入往往是整个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 家庭责任感也会徒

增一定的心理压力。 防护措施不完善， 噪声与振动作业均缺乏

防护， 粉尘作业工人多佩戴陈旧的普通口罩， 加之工人与外界

缺乏交流等， 这些都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维度得分的重要因素。
因此， 加强职业防护， 消除或降低职业危害因素， 提高该行业

从业工人薪资及福利待遇， 增强工人的自我防护意识和人文关

怀等， 可能会促进石雕作业工人生活质量的改善［６，７］。
参考文献：
［１］ 张作记．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Ｊ］ ．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２００１， １０：

７４⁃８１
［２］ 方积乾， 万崇华， 郝元涛． 与健康有关的生存质量的研究概况

［Ｊ］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２０００， １５ （１）： ４０⁃４３
［ ３ ］ Ｋｎｕｔｈ ＢＳ， Ｃｏｃｃｏ ＲＡ， Ｒａｄｔｋｅ ＶＡ，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ｅｎｔｓ
［Ｊ］ ．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２０１６， ２８ （３）： １６５⁃１７２．

［４］ 张兆强， 夏秀杰， 赵星辉， 等． 石雕作业工人职业危害知晓度及

防护行为调查 ［Ｊ］ ． 济宁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７ （１）： ４１⁃４３
［５］ 聂继池， 张兆强， 韩贵芝， 等． 某企业石雕作业工人疲劳度水平

调查 ［Ｊ］ ． 环境与职业医学， ２０１４， ３１ （７）： ５３１⁃５３３
［６］ 余善法． 加强职业应激干预促进劳动者身心健康 ［ Ｊ］ ． 中华劳动

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０８， ２６ （９）： ５１３
［７］ 张体学， 王文军， 赵方， 等． 石雕作业农民工听力损害状况及影

响因素研究 ［Ｊ］ ． 济宁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４ （２）： １２６⁃１２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１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基金项目： 江苏省预防医学科研项目 （编号： Ｙ２０１５０３８）
作者简介： 李小琴 （１９８２—）， 女， 主管医师， 硕士， 主要从事职

业卫生与健康监护工作。
通信作者： 金武， 女， 高级工程师， Ｅ⁃ｍａｉｌ： ｊｗ＠ ｙｚｃｄｃ ｃｏ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某 ＬＥＤ 生产企业作业环境和工人健康状况调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６

李小琴， 金武， 毛一扬， 程金霞， 蔡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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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某 ＬＥＤ 生产企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与健康检查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显示， 该企业 ３ 年

累计粉尘、 毒物、 噪声等 ２０６ 个检测点， 总合格率为 ９７ ０９％，
硫酸监测点合格率仅 ４５ ４５％， ３ 年间毒物总合格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Ｐ ＝ ０ ２６）。 企业职业健康检查未检出疑似职业病

人和职业禁忌证。 不同年度间高仟伏胸片和心电图异常检出

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测试 ／ 目检岗位与其

他岗位工人血压偏高、 心电图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该企业应将硫酸作为重点防控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同

时需加强对职工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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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 ＬＥＤ 作业环境和工人健康状况的了解， 本调查

收集并分析某 ＬＥＤ 生产企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粉尘、 毒物、
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接害工人的健康监护资料， 为

企业更好地开展员工的职业病防治以及工人的健康促进提供

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某 ＬＥＤ 生产企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 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８ 部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１ 部分：
总粉尘浓度》 （ＧＢＺ ／ Ｔ１９２ １—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及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２ 部分： 物理因素》
（ＧＢＺ２ ２—２００７）。 职业健康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对该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从业人员在岗健康监护

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该企业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其他粉

尘、 氨气、 氯气、 硫酸、 噪声等。 三年累计检测点数 ２０６ 个，
合格 ２００ 个， 合格率为 ９７ ０９％。 其中， 粉尘检测点 ７ 个， 噪

声检测点 ９４ 个， 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００％； 毒物检测点 １０５ 个，
合格率为 ９４ ２９％。 该企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毒物的检测合格率分

别为 １００ ００％ （ ９ ／ ９）、 １００ ００％ （ ２２ ／ ２２ ）、 ９１ ８９％ （ ６８ ／
７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 ６７， Ｐ＝ ０ ２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该企业检测的化学毒物包括氨气、 氯气、
硫酸、 盐酸、 丙酮、 异丙醇、 苯及苯系物、 氟化氢、 硫化氢、
氢氧化钠， 除硫酸外， 其余化学毒物检测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见表 １、 表 ２。

　 表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化学毒物 ＴＷＡ、 ＳＴＥＬ 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ＣＴＷＡ ＣＳＴＥＬ ＰＣ⁃ＴＷＡ ＰＣ⁃ＳＴＥＬ

检测

点数

合格率

（％）

氨气 ＜０ １～０ ４ ＜０ １～２ ２ ２０ ３０ ２８ １００ ０

硫酸 ＜０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８ １ ２ １１ ４５ ５

丙酮 ＜０ ５～３７ ７ ＜０ ５～６５ ６ ３００ ４５０ １６ １００ ０

异丙醇 １ ３～８２ ４ １ ５～１０７ ３５０ ７００ １４ １００ ０

苯 ＜０ ３ ＜０ ３ ６ １０ ４ １００ ０

甲苯 ＜０ ３ ＜０ ３ ５０ １００ ４ １００ ０

二甲苯 ＜０ ４ ＜０ ４ ５０ １００ ４ １００ ０

表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化学毒物 ＭＡＣ 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检测项目 ＣＭＡＣ 职业接触限值
检测

点数

合格率

（％）

氯气 ＜０ ２ １ ８ １００ ０

氟化氢 ０ ０～０ １ ２ ５ １００ ０

盐酸 １ ３２～２ ８２ ７ ５ ４ １００ ０

氢氧化钠 ０ ０～０ １ ２ ４ １００ ０

硫化氢 ＜０ ５ １０ ２ １００ ０

２ ２　 作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情况

根据该企业在岗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不同

进行了包括血压、 心电图、 胸片、 血常规、 尿常规、 肝功能、
肺功能、 电测听和 Ｂ 超等职业健康检查， 未检出疑似职业病

人和职业禁忌证， 位于同一岗位的作业人员血压偏高及高仟

伏胸片和心电图的异常率逐年升高， 不同年度间高仟伏胸片、
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６ ６７， Ｐ ＝
０ ０４； χ２ ＝ ８ ２４， Ｐ＝ ０ ０２）。 见表 ３。

芯片 ／清洗岗位接触硫酸， 该岗位 １６８ 名作业人员中未出

现牙酸蚀症、 牙龈炎、 牙周炎、 牙齿结石、 龋齿等情况。 与

测试 ／目检岗位 （不接触职业病有害因素） 比较， 其他岗位作

业人员血压偏高、 心电图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表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该企业不同岗位作业人员体检异常指标分布情况

岗位　 　 有害因素　 　 人数
血压偏高 高仟伏胸片 心电图 电测听 Ｂ 超 血常规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ＭＯＣＶＤ 操作 粉尘、 高温、 异丙醇 １５ ２ ５ ４ １ １ ５ ５ ４ ８ ４ ６ ８ ２ １ １
芯片 ／ 清洗 酸、 噪声、 异丙醇 ８ １ ２ ４ １ ２ ３ ０ ０ ０ ６ ６ ６ １ ２ ０
芯片 ／ 黄光 视屏作业、 异丙醇 ４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３ ２ ２ ０ ０ ０
芯片 ／ 蒸镀刻蚀 粉尘、 氯气 ５ １ １ １ ０ １ ４ ３ ２ ２ ２ １ ２ ０ ０ １
芯片 ／ 测试 噪声 １０ ３ ３ ５ ０ ２ ５ １ ０ ０ ２ １ １
公务部 ／ 运保 粉尘、 噪声、 工频电场 １４ ７ ５ ７ ３ ６ ５ ０ ２ ５ １ ０ ０ １ ２ １
测试 ／ 目检 视频作业 １４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０ １ １
合计 ７０ １５ １８ ２３ ４ ８ １４ １２ １３ ２５ ２ ０ ０ １５ １５ １８ ６ ７ ５
异常率 （％） ２１ ４３ ２５ ７１ ３２ ８６ ５ ７１ １１ ４３ ２０ ００ １７ １４ １８ ５７ ３５ ７１ ２ ８６ ２１ ４３ ２１ ４３ ２５ ７１ ８ ５７ １０ ００ ７ １４
χ２值 ２ ３９ ６ ６７ ８ ２４ ４ ０４ ０ ４９ ０ ３７
Ｐ 值 ０ ３０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０ ７８ ０ ８３

３　 讨论

ＬＥＤ 的生产需要使用大量有毒、 易燃 ／易爆、 腐蚀性的原

物料化学品［１］， 其中数种化学品被列入 《高毒物品目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该企业有 ６ 个硫酸检测点浓度超标， 硫酸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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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仅为 ４５ ５％。 企业使用的硫酸纯度为 ９５％ ～ ９７％， 年用

量达６ ３４９ Ｌ， 最大储存量为 ６００ Ｌ， 直接接触硫酸作业 ５１ 人。
硫酸应作为该企业重点防控的职业性有害因素， 企业应积极排

查超标的原因， 落实相关整改措施。 另外，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专门培训，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同时加强个人防护工作， 建议

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全面罩）， 穿戴橡胶耐酸

碱服和手套［２］。 另外， 还应加强工人口腔卫生的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体检资料提示， 同一岗位的作业人员血压

偏高及高仟伏胸片、 心电图的异常率、 Ｂ 超异常检出率逐年升

高， 不同年度间高仟伏胸片和心电图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可见接害因素的不同对作业人员的健康损

伤程度亦不同。 由于各岗位接害因素的复杂性， 目前虽不能

认定作业人员出现的健康损害即为接害因素的影响所致， 但

应引起企业的重视。
鉴于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多、 年龄结构年轻化， 使用的

化学品物料用量多、 毒性较大等情况， 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

问题不容忽视。 企业应为职工提供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 尽

可能减少职业危害因素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影响。
参考文献：
［１］ 毛一扬， 蔡翔． 某 ＬＥＤ 外延片及芯片生产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 ［Ｊ］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２０１４， ３２ （６）： ３６７⁃３６９
［２］ 陈素英． 硫酸生产中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措施 ［ Ｊ］ ． 化工

之友， ２００７ （９）： ８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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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电子制造业女工妇科炎症患病状况调查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孙立庚１， 凌颖蕾２∗， 王姿欢１， 于久愿３， 叶研１， 胡丽１， 卢玲２， 张龙连２， 于贵新１， 沈壮１

（１．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２．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 ３．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摘要：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 ２３ 家电子制造企业

６８４ 名女工通过手机 ＡＰＰ 现场填写调查问卷， 了解电子制造

行业女职工妇科炎症患病状况。 结果显示， 电子行业女职工

妇科炎症患病率为 ２１ ７８％， 不同年龄、 婚姻状况、 长时间坐

位及经常搬运重物的女职工近 ３ 个月妇科炎症患病情况存在

显著差异。 提示应加强女职工职业卫生防护， 合理安排工作

强度， 改善生殖健康状况。
关键词： 电子制造业； 女工； 妇科炎症； 危害因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３９－０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２５
女职工生殖健康不仅关系到职工身体健康状况， 还关系

到未来我国人口素质及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１］ 。 电子制

造业具有入职门槛低、 女工集中且大多处于生育旺盛期 （１８～
４５ 岁） 等特点。 作为中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个缩

影， 电子产品制造过程中往往受到更多环境健康风险因素的

影响， 包括有毒有害化学品、 辐射、 噪声等［２，３］ 。 本研究通过

调查电子制造业女工的健康状况， 为加强女工健康保护提供

理论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北京市海淀、 丰台区电子制

造业 １８ ～ ６５ 岁的女职工作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 ７１０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６８４ 份， 有效率为 ９６ ３４％。
１ ２　 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制定

的 《妇女健康调查问卷》 进行调查， 通过手机 ＡＰＰ 搭载的问

卷进行现场填写， 对基本情况、 生殖健康状况和职业特点

（包括年龄、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专业职称、 生活事件、 接

触危害因素、 轮班、 工效学、 工作负荷、 加班、 工作流动性

等） 进行调查。 ３ 个月内曾医院就诊， 医生给予明确诊断者，
包括阴道炎、 子宫附件炎、 炎性症状 （外阴瘙痒、 白带增多

等） 具有一项或多项异常为患妇科炎症。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正态定量资料

使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 定性资料使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
定性资料比较使用卡方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变量纳入采用逐步法。 检验水准为 α＝ ０ ０５。
１ ４　 质量控制

对被调查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 以保证回答问题的一致

性， 答题完毕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现场确认。 调查均

在安静的场所进行。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有效调查电子行业女职工 ６８４ 人， 年龄 １８ ～ ６５ 岁， 平均

年龄 （３２ ８± ７ ５） 岁。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５６ 人 （２２ ８１％）、
已婚 ５１１ 人 （７４ ７１％）、 离婚或丧偶 １５ 人 （２ １９％）、 不详 ２
人 （０ ３％）。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１３７ 人 （２０ ０３％）， 高中、
大专 ２９６ 人 （４３ ２８％）， 本科及以上 ２１９ 人 （３２ ０２％）， 不详

３２ 人 （４ ６８％）。
２ ２　 妇科炎症患病情况

近 ３ 个月电子行业女职工妇科炎症患病情况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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