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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调查问卷和医院体检报告收集天津市某化工厂

工龄超过 １ 年的男性氯乙烯作业工人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和体检

数据，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本次调查纳入人

员 ３４５ 人， 年龄 ２０～５５ 岁、 平均年龄 （３６ ５１±８ ３２） 岁， 工龄

１～３４ 年， 中位数 （四分位数） 为 １７ ００ （９ ００， ２３ ００） 年。
腹部 Ｂ 超检查示脂肪肝 １８２ 人， 检出率为 ５２ ７５％。 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氯乙烯暴露、 超重、 吸烟、 体育锻炼、 高血

压、 高血脂是男性氯乙烯作业工人脂肪肝发生的影响因素。 其

中， 氯乙烯暴露、 超重、 吸烟、 高血压、 高血脂是脂肪肝发生

的危险因素， 体育锻炼是男性工人脂肪肝发生的保护因素。 超

重是相关性最大的因素， 其次是高血脂和高血压。 提示男性氯

乙烯作业工人脂肪肝高发， 建议加强对该人群的行为干预和必

要医学指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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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ｍｏｎｏｍｅｒ， ＶＣＭ） 是乙烯氯化产物，

广泛应用于塑料产业， 聚氯乙烯 （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ＶＣ） 是由 ＶＣＭ 聚合而成， 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生产的材料之

一。 长期慢性暴露于 ＶＣＭ 与多系统疾病有关， 包括神经、 血

液、 皮肤和消化等系统［１～４］ 。 ＶＣＭ 的主要靶器官是肝脏， 慢

性暴露于 ＶＣＭ 可引起多种肝脏疾病［２， ５， ６］ ， 如肝炎、 肝硬化，
甚至可导致肝血管肉瘤和肝细胞癌。 尽管目前 ＶＣＭ 的致癌机

制尚不明确，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 ＩＡＲＣ） 已于 １９８７ 年将

ＶＣＭ 确定为人类已知的Ⅰ类致癌物。 黎燕等［７］ 探讨了长期低

浓度接触氯乙烯工人多种疾病的发生情况， 发现脂肪肝的患

病率最高， 但未探讨其发生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旨在探讨职

业暴露于 ＶＣＭ 男性工人脂肪肝的影响因素， 以期筛选出氯乙

烯职业工人中脂肪肝发生的易感人群， 为制定针对性的预防

和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根据自愿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 收集天津地区某化

工厂工龄超过 １ 年的男性氯乙烯作业工人的基本情况和体检

数据， 筛选出问卷填写完整有效且体检项目齐全的对象进行

研究。 调查问卷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设计， 进行预实验并与

行业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讨论研究后修改所得， 具有一定的信

度和效度。 问卷调查人员经过统一的培训和考核后上岗， 采

用面对面的方式辅助工人完成问卷调查项目。 问卷收集后将

数据录入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 软件进行整理和储存。 体检数据来源于男

性氯乙烯作业工人在天津某医院职业病防治科的体检结果。
纳入标准： （１） 在该化工厂从事氯乙烯工作时间超过 １

年的男性工人； （２） 意识清醒， 认知正常， 能完整填写或口

述回答调查问卷内容且体检项目齐全， 体检结果显示无重大

或特殊疾病如甲肝、 乙肝、 心脑血管疾病、 代谢性疾病等。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正态分布数据采用

（ｘ±ｓ） 表示， 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 表示，
采用 ｔ 检验、 方差分析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等统计学

方法。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共调查 ４３３ 例男性工人， 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

３４５ 例。 年龄 ２０ ～ ５５ 岁、 平均 （３６ ５１±８ ３２） 岁， 工龄 １ ～ ３４
年、 中位数 （四分位数） 为 １７ ００ （９ ００， ２３ ００） 年。 腹部 Ｂ
超检查诊断为脂肪肝的工人有 １８２ 人， 占 ５２ ７５％。 依据腹部 Ｂ
超检查的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脂肪肝组和正常组， 两组人群的

一般情况见表 １。 其中， 脂肪肝组的年龄、 工龄、 ＢＭＩ、 收缩

压、 舒张压、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均高于正常组 （Ｐ＜０ ０１）， 吸

烟、 饮酒和氯乙烯暴露的比例亦高于正常组 （Ｐ＜０ ０１）。
表 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项目　 　 　 正常组 脂肪肝组 统计值 Ｐ 值

例数 １６３ １８２
年龄 （岁） ３５ ２７±８ ３７ ３７ ６３±８ １４ ２ ６４８ ０ ００８

工龄 （年）∗ １５ ００ （５ ００， ２２ ００） １８ ００ （１１ ００， ２４ ００） ３ ０８８ ０ ００２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２２ ７５±２ ７９ ２７ ４３±３ ２５ １４ ３４８ ＜０ ００１
吸烟 ６３ （３８ ６５） １０３ （５６ ５９） １１ ０８９ ＜０ ００１
被动吸烟 ７１ （４３ ５６） ６４ （３５ １６） ０ ４１２ ０ ５２１
饮酒 ７７ （４７ ２４） １１２ （６１ ５４） ７ ０９８ ０ ００８
体育锻炼 ８６ （５２ ７６） ８７ （４７ ８０） ０ ５１４ ０ ４７４
收缩压 （ｍｍ Ｈｇ） １１２ ４５±１３ ７８ １２５ １６±１５ ３１ ８ ０６８ ＜０ ００１
舒张压 （ｍｍ Ｈｇ） ７４ ８８±８ ９９ ８３ ５０±１０ ０８ ８ ３４４ ＜０ ００１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５８±０ ８２ ５ ０４±０ ９３ ４ ９３３ ＜０ ００１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９２ （０ ６５， １ ３０） １ ６４ （１ １６， ２ ３３） ９ ５８４ ＜０ ００１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 ／ Ｌ） ５ ３２±１ ４２ ５ ４０±０ ９８ ０ ６４０ ０ ５２３
氯乙烯暴露 ２７ （１６ ５６） ６２ （３４ ０７） １３ ７５９ ＜０ ００１

注： ∗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 表示

·６０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２ ２　 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诊断为脂肪肝为因变量， 分别以氯乙烯暴露、 年

龄、 工龄、 超重、 吸烟、 被动吸烟、 饮酒、 体育锻炼、 高血

压、 高血脂、 血糖偏高作为自变量， 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自变量的赋值方法如表 ２。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 氯乙烯暴露、 年龄高、 工龄长、 超重、 吸烟、 饮酒、
高血压、 高血脂和血糖偏高是男性工人脂肪肝患病的危险因

素， 详见表 ３。
表 ２　 自变量赋值方法

变量 赋值 变量 赋值

氯乙烯暴露 是＝ １， 否＝ ０ 体育锻炼 是＝ １， 否＝ ０

超重 是＝ １， 否＝ ０ 高血压 是＝ １， 否＝ ０

吸烟 是＝ １， 否＝ ０ 高血脂 是＝ １， 否＝ ０

被动吸烟 是＝ １， 否＝ ０ 血糖偏高 是＝ １， 否＝ ０

饮酒 是＝ １， 否＝ ０

表 ３　 男性氯乙烯职业工人的脂肪肝影响因素的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ｓ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氯乙烯暴露 ０ ９５６ １３ ２８７ ２ ６０２ １ ５５６， ４ ３５２ ＜０ ００１

年龄 ０ ０３５ ６ ８０２ １ ０３５ １ ００９， １ ０６３ ０ ００９

工龄 ０ ０４０ １０ ７１５ １ ０４１ １ ０１６， １ ０６６ ＜０ ００１

超重 ２ ３０１ ８２ １４５ ９ ９８３ ６ ０７０， １６ ４１９ ＜０ ００１

吸烟 ０ ７２７ １０ ９６６ ２ ０７０ １ ３４６， ３ １８３ ＜０ ００１

被动吸烟 －０ １８８ ０ ４１２ ０ ８２８ ０ ４６６， １ ４７２ ０ ５２１

饮酒 ０ ５８１ ７ ０４７ １ ７８７ １ １６４， ２ ７４３ ０ ００８

体育锻炼 －０ １５５ ０ ５１３ ０ ８５６ ０ ５５９， １ ３１０ ０ ４７４

高血压 １ ６１０ ２９ ０３４ ５ ００４ ２ ７８６， ８ ９８７ ＜０ ００１

高血脂 １ ７７３ ４８ ９５４ ５ ８９１ ３ ５８５， ９ ６８２ ＜０ ００１

血糖偏高 １ ０６７ ５ ６０６ ２ ９０７ １ ２０２， ７ ０３１ ０ ０１８

以是否诊断为脂肪肝为因变量， 综合考虑以上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 变

量赋值同表 ２。 结果表明， 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氯乙烯暴

露、 超重、 吸烟、 体育锻炼、 高血压、 高血脂。 体育锻炼是

男性工人脂肪肝的保护因素， 体育锻炼者脂肪肝患病的风险

可减少 ５２ ４％。 详见表 ４。
表 ４　 男性氯乙烯职业工人的脂肪肝影响因素的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ｓ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氯乙烯暴露 ０ ８７３ ４ ２０５ ２ ３９５ １ ０３９， ５ ５１８ ０ ０４０

超重 １ ７２４ ２０ ７７３ ５ ６０６ ２ ６７１， １１ ７６６ ＜０ ００１

吸烟 ０ ９３６ ４ ４７５ ２ ５４９ １ ０７１， ６ ０６７ ０ ０３４

体育锻炼 －０ ７４２ ３ ８６０ ０ ４７６ ０ ２２７， ０ ９９８ ０ ０４９

高血压 １ ５２４ ９ ０３０ ４ ５９１ １ ６９９， １２ ４０８ ０ ００３

高血脂 １ ３８３ １１ ３１０ ３ ９８７ １ ７８１， ８ ９２８ ＜０ ００１

２ ３　 各影响因素对脂肪肝的影响效果比较

经上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得出 ６ 项脂肪肝的影响因素， 各

因素对脂肪肝的影响效果排序见表 ５。 其中相关系数最高的是

超重， 氯乙烯暴露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００。
表 ５　 各影响因素与脂肪肝相关性比较

变量 ｒｓ Ｐ 值

超重 ０ ５１７ ＜０ ００１

高血脂 ０ ３９４ ＜０ ００１

高血压 ０ ３０７ ＜０ ００１

氯乙烯暴露 ０ ２００ ＜０ ００１

吸烟 ０ １７９ ＜０ ００１

体育锻炼 ０ ０３９ ０ ４７５

３　 讨论

２００７ 年以前， 我国工作场所氯乙烯的最高容许浓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 为 ３０ ｍｇ ／ ｍ３。 随着

人们对氯乙烯健康危害认识的加深， 我国于 ２００７ 年将氯乙烯

的职业接触限值降为 １０ ｍｇ ／ ｍ３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ＰＣ⁃
ＴＷＡ），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为 ２０ ｍｇ ／ ｍ３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研究认为［７， ８］ ， 长期低浓度暴露于氯乙烯是我国人群暴露的主

要方式。 多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７， ９， １０］ ， 长期低浓度暴露

于氯乙烯主要引起消化系统损伤， 尤其是肝脏损伤， 氯乙烯

肝功能损伤率远高于其他系统疾病， 肝脏损伤尤以脂肪肝最

为明显， 且脂肪肝的检出率有上升的趋势［１１］ 。
本调查结果显示， 男性氯乙烯工人脂肪肝的检出率为

５２ ７５％， 明显高于其他人群脂肪肝的检出率［７］ 。 该结果提示，
氯乙烯暴露工人脂肪肝的发生并不仅仅是由氯乙烯暴露这一

单一因素引起， 还可能与多种影响因素有关， 如年龄、 工龄

和生活方式等。 本研究运用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 氯乙烯暴露、 年龄高、 工龄长、 超重、 吸烟、 饮酒、 高

血压、 高血脂和血糖偏高是男性工人脂肪肝患病的危险因素。
为了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发现， 氯乙烯暴露是脂肪肝发生独立危险因素， 氯乙烯暴

露者脂肪肝患病风险是非暴露者的 ２ ３９５ 倍； 除氯乙烯暴露

外， 超重、 吸烟、 高血压、 高血脂也是男性工人发生脂肪肝

的独立危险因素， 其中， 以超重贡献最大， 其次为高血脂和

高血压； 体育锻炼是男性工人脂肪肝发生的保护因素。
脂肪肝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生活方式对男性工人脂

肪肝的发生影响较大。 本研究结果提示， 企业在控制好工作

场所氯乙烯浓度的同时， 还应加强健康宣教， 鼓励氯乙烯作

业工人改变不良生活方式，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加强体

育锻炼， 改正不良生活习性和嗜好。 针对超重、 高血脂和高

血压的工人，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减少脂肪摄入， 并将血压

和血脂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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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职业健康监护企业情况
及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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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健康监护中心，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２０）

　 　 摘要： 收集分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的企业资料和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检出资料。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企业共 １ ４５５ 家、 受

检人数１７２ ９２６人， 检出职业禁忌证 ２ ９２９ 人、 疑似职业病 １２５
人。 参检企业主要为大、 中型企业， 以外商和国有经济为主；
主要分布在南沙区、 萝岗区及番禺区； 以汽车、 机械机电和

轻工行业为主； 危害因素主要为噪声、 粉尘及高温； 受检人

员检出职业禁忌证与企业受检状况一致； 疑似职业病在各类

型、 各行业均有分布， 主要为噪声和苯及其苯系物。 提示广

州市的企业在岗人员检出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较为普遍，
应加强防护， 尤其是存在噪声、 苯及其苯系物和粉尘的小型

私有企业。
关键词： 在岗期间；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禁忌证； 疑似

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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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３ ０１８
随着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 广州市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带来了不少的职业卫生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

州市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工业企业状况及职业健康检查中职

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的情况， 及时了解广州市开展职业健

康监护的工业企业情况及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 以便为做好

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的企业

资料， 以及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在岗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评价

为职业禁忌证与疑似职业病的资料 （本次分析不包括广州市

船舶行业的职业健康监护）。
１ ２　 方法

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按照

企业规模、 所属行业、 经济类型、 发生地区等进行整理和分

析， 并分析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以及对应的职业危害因

素等。 企业规模划分参照国家现行的 《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

分标准》， 所属行业划分参照行业新标准， 经济类型划分参照

国家标准 ２０００ 版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发生地区分类依

据广州市行政区域划分。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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