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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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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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电子制造业女工妇科炎症患病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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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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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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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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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电子行业女职工妇科炎症患病情况

妇科炎症 例数 ％
阴道炎 ７７ １１ ２６
子宫附件炎 １４ ２ ０５
外阴瘙痒 ４２ ６ １４
白带增多 ５９ ８ ６３
合计 １４９ ２１ ７８

２ ３　 患病影响因素分析

２ ３ １　 单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 婚姻状况及长时间坐位、 经

常搬运重物的女职工近 ３ 个月妇科炎症患病情况存在差异，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电子行业女职工妇科炎症单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χ２值 Ｐ 值

年龄 （岁） ８ ７８７ ０ ０３２
　 １８～２５ １０３ １７ １６ ５０
　 ２６～３５ ３６７ ９０ ２４ ５２
　 ３６～４５ １６５ ３８ ２３ ０３
　 ４５～６５ ４９ ４ ８ １６
婚姻状况 ９ １５２ ０ ０２７
　 未婚 １５６ ２１ １３ ４６
　 已婚 ５１１ １２４ ２４ ２７
　 离婚 ／ 丧偶 １５ ３ ２０ ００
　 不详 ２ １ ５０ ００
长时间坐位 ４ ９３２ ０ ０２６
　 否 ２６０ ４５ １７ ３１
　 是 ４２４ １０４ ２４ ５３
经常搬运重物 ５ ９２９ ０ ０１５
　 否 ６５７ １３８ ２１ ００
　 是 ２７ １１ ４０ ７４

２ ３ ２　 多因素分析 　 以近 ３ 个月患妇科炎症情况为因变量

（是＝ １， 否＝ ０）， 以单因素检验中 Ｐ＜０ ０５ 的影响因素为自变

量 （以≤２５ 岁、 未婚作为对照设置哑变量）， 自变量纳入采用

逐步法， 哑变量按照同进同出原则纳入或剔除，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长时间久坐和经常搬运重物是电子行

业女职工患妇科炎症的危险因素。 长时间坐位女职工发生妇

科炎症的概率是非长时间坐位的 １ ５７ 倍， 经常搬运重物是不

经常搬运重物的 ２ ６４ 倍。 见表 ３。
表 ３　 电子行业女职工妇科炎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ｂ）

标准误

（Ｓｂ）
Ｗａｌｄ χ２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数项 －１ ６１７ ０ １７ ９３ ９１ ＜０ ００１ ０ ２０
长时间坐位 ０ ４５ ０ ２０ ５ ０５ ０ ０２ １ ５７ １ ０５９， ２ ３２０
经常搬运重物 ０ ９７ ０ ４１ ５ ７４ ０ ０２ ２ ６４ １ １９３， ５ ８５３

３　 讨论

３ １　 电子制造业女工妇科炎症患病情况

电子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女工相对集中且大多

处于生育旺盛期， 不良的生产环境和工作习惯不仅对女工本

人的健康造成损害， 还可通过生殖细胞垂直传递引起不良生

育结局［４］ 。 本次调查的电子制造业女工妇科炎症的患病率为

２１ ７８％， 高于其他省市同行业女工 （１５ ９５％） ［５］ 。 从女职工

健康和经济效益的角度， 均提示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电子制

造业女工妇科炎症患病率。
３ ２　 电子制造业女工妇科炎症的影响因素

将不同年龄、 婚姻状况、 经常加班、 经常上夜班、 轮班、 长

时间站立、 长时间坐位、 工作负荷大、 工作流动性大、 视频作

业、 经常搬运重物组的电子行业女职工近 ３ 个月妇科炎症情况进

行比较分析发现， 不同年龄、 不同婚姻状况的女职工近 ３ 个月妇

科炎症患病情况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妇科炎症的患病率与年龄

相关。 电子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中既有小学毕业的装配工、 又

有博士毕业的研发人员，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不同文化程度

患有妇科疾病的比例存在差异， 小学文化程度者患有妇科疾

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者［６］ ； 妇科疾病的发生与婚

姻状况亦存在相关性［７］ 。 本研究中， 不同文化程度组妇科炎

症患病情况差异未发现统计学意义， 但已婚和离婚 ／丧偶组患

妇科炎症的比例显著高于未婚组。
多因素分析发现， 长时间坐位 （ＯＲ ＝ １ ５７） 和经常搬运

重物 （ＯＲ＝ ２ ６４） 是电子行业女职工近 ３ 个月患妇科炎症的

危险因素。 久坐致身体循环不畅， 可以引发慢性附件炎， 导

致病原体经生殖道上行感染并扩散， 影响盆腔， 也会加重原

有妇科炎症。 袁春梅等［８］ 调查发现， 白领女性因久坐， 不利

于盆腔积液排出， 盆腔积液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环卫女性。 《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９］指出， 每小时负重 ６ 次以上、 每次

负重超过 ２０ ｋｇ 的作业， 或者间断负重、 每次负重超过 ２５ ｋｇ
的作业为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 女性不宜从事负重作业是因

为负重运动主要是肌力、 肌耐力和负重物的抗衡， 而女性肌

肉、 肌力和肌耐力远不如男性， 对负重劳动的承受能力比较

低。 如长时间负重易引起子宫韧带松弛， 致子宫下垂、 月经

不调、 甚至流产［１０］ 。 建议用人单位， 合理安排女职工工作，
同时强化女职工生殖健康宣传， 提高女职工自身对生殖健康

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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