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首语： 我国的妇女劳动卫生研究始于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在过去的 ７０ 余年中， 经历过辉煌， 也经历过低谷和无

奈， 一路上写满了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员的酸甜苦辣和不懈追求。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自创刊起， 一直关注妇女劳动

卫生研究工作， 关注职业女性的健康， 每年均有相关论文刊发， 现已刊发 １５０ 余篇。 近年来， 新一代的专业人员重新

举起妇女职业健康研究的旗帜， 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足迹， 面对诸多新挑战， 开启了系统的探索与研究。 ２０１１ 年以来，
我们的课题团队在本刊发表妇女职业健康专业论文 ３０ 多篇， ２０１７ 年推出了 “女工健康专题” 重点号。 经过多年的摸

索、 酝酿及多方的支持，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职业女性健康学组正式成立， 这必将为进一步推动妇女职

业健康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在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创刊三十周年之际， 谨以此文献给从事妇女职业健康研究的前

辈， 献给关注妇女职业健康研究的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等团队和同仁， 献给正在面临新挑战、 一路前行的妇女职

业健康研究的工作者。

我国妇女职业健康研究七十载回顾与展望

俞文兰， 孙承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自上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保毓书教授为

代表的一批老一辈专家学者， 开始致力于妇女劳动卫生研究。
２００１ 年， 保教授在 ７５ 岁高龄时深情回顾妇女劳动卫生研究的

５０ 多年历史， 并满怀信心地展望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宏图［１］ 。
同期， 还有多位杰出的妇女劳动卫生专家学者为此呕心沥血、
全心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 如复旦大学医学院的王簃兰教授、
北京医科大学公卫学院的周树森和赵树芬教授、 中国疾控中

心职业卫生所的蔡世雄研究员等等。 其中王簃兰教授先后发

表了相关论文 ２００ 多篇［２］ ， 周树森教授主持研究制订了 《女
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 （１９９０）， 将我国妇女劳动卫生研

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妇女劳动卫生学是研究劳动条件和环境对妇女健康， 特

别是生殖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劳动保护对策的一门学科。
妇女劳动卫生学是妇女劳动保护的理论依据， 也是妇女保健

工作的重要方面［３］ 。 回顾我国的妇女劳动卫生研究， 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
１　 建国初期至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１ １　 起步阶段

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劳动条件极为恶劣， 部分行业的女职工

日工作 １２ ｈ 以上， 且缺乏孕期、 哺乳期等特殊生理时期的保

障制度， 导致女职工的妇科疾病、 月经失调及妊娠期中毒的

患病率较高。
这一阶段的妇女劳动卫生研究多以某一行业接触某一因

素的女职工健康调查为主。 解放前妇女劳动卫生的专业论文

仅有 ４ 篇， 调查人数约有 ４５０ 人［４］ 。 ５０ 年代初开展了对纺织

女工妇科疾病的普查普治， ５０ 年代末开展了铅作业女工乳儿

铅中毒、 农村妇女的劳动负荷等调查［４］ ； ６０ 年代初开展了对

接触二硫化碳的纺织女工机能状况及保护措施的调查研究［５］ ；
７０ 年代开展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的调查。 这些研究成果对

于推动妇女劳动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妇科

疾病的普查普治， 使纺织女工的滴虫感染率从 １９５３ 年的

２３ １％降到了 １９５５ 年的 ８ ９％ ［４］ 。 通过对农村妇女劳动负荷的

研究， 提出了妇女肩挑负重限值不超过 ２０ ｋｇ 的标准， 且一直

沿用于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 通过胎儿脐带血、 母亲

乳汁的检测， 发现二硫化碳对女工生殖健康的损害， 为妇女

劳动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２　 基本构建了妇女劳动保护的法律体系

在有关部门的不断努力和大力推动下， １９８８ 年由国务院

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妇女劳动保护的法规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

定》。 随后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相继颁布了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

围》 （１９９２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１９９２
年）、 《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 （１９９３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母婴保健法》 （１９９４ 年） 等标准和法规， 基本构建了妇女劳

动保护的法律体系， 为妇女劳动卫生权利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各地也先后出台妇女劳动保护的法规规章， 为妇女劳动法律

保护奠定了基础［６］ 。
２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

２ １　 妇女劳动卫生研究从繁荣转入低谷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 妇女劳动卫生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
发表了大量的专业论文， 并举办了较多的学术交流活动。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０ 和 １９９３ 年分别在南宁、 无锡、 乌鲁木齐召开了三次全国

妇女劳动卫生学术研讨会［７ ～ ９］， 参会代表覆盖全国 ２０ 多个省、
市、 自治区， 发表专业论文 ３１７ 篇， 有 １６５ 篇论文做了大会学

术交流， 研究内容涉及铅、 汞、 镉、 铍、 二硫化碳、 汽油、 苯、
甲苯、 二甲苯、 三硝基甲苯、 丙烯腈、 噪声、 全身振动、 视频

显示终端 （ＶＤＴ）、 接触放射线作业等对女性生殖健康及子代

发育的影响， 单因素和综合因素对女性生殖机能的影响， 并将

实验研究与流行病学调查相结合。 在职业接触铅、 汞、 苯系物、
二硫化碳以及高强度噪声对生殖健康的危害以及妇女禁忌劳动

范围的研究， 接近和达到国际水平［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指导

思想对人们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冲击， 妇女劳动卫生研究由于

进企业难、 获取真实数据难、 专业队伍长期得不到发展等问

题陷入了低谷， 各大医学院校、 各级研究机构先后撤销了妇

女劳动卫生专业学科， 妇女劳动卫生研究队伍逐步涣散［１０］ ，
几乎进入了一个 “空白”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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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相关的政策与法律体系逐步健全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 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妇女现状， 确定妇女健康保护

的发展目标， 从 “妇女与经济”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妇
女与教育” “妇女与健康” “妇女与法律” “妇女与环境” 等

方面阐述了中国妇女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１８］ 。 妇女健

康被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 同年颁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也将 “不得安排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 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写入

了法律条文。
３　 ２０１２ 年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修订颁布

３ １　 复杂职业危害带来的严重健康风险

随着新材料、 新工艺、 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应用， 妇

女接触的职业危害更加复杂， 面临的职业健康问题也更加严

重， 大批育龄期妇女面临职业危害带来的生殖健康风险， 尤

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５１ ９％的妇女在工作场所接触多种有害

因素［１１］ ， 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持续高发， 生育困难现象普遍存

在， 出生缺陷率呈现上升趋势［１２］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经过数年的摸索

和积累， 设立了妇女劳动卫生与生殖健康研究室， 与相关单位

联合开启了系统的探索与研究。 从流动女工的职业危害及其生

殖健康影响入手， 逐步关注职业妇女群体的健康问题［１３］。 陆续

在北京、 山东、 江苏、 浙江、 湖北、 湖南、 甘肃、 安徽、 广东、
广西等地开展了妇女职业健康调查研究， 涉及医药卫生、 制造、
机械、 电子、 电力、 铁路、 金融等多个行业 ／岗位的妇女群

体［１４］， 并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推动此项工作的不断深入。 ２０１６
年， 受全国妇联、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委托， 在全国 ２０ 多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开展了妇女生

殖健康和心理健康调查项目［１５］， 有 ４０ 多家专业机构、 ３００ 多名

专业人员参与调查， 调查对象超过 １０ 万人， 覆盖十多个行业，
研究范围从接触有毒有害因素到更广义的职业相关因素 （工效

学因素、 职业压力等）， 研究内容从生殖健康扩大到心理健康、
职业压力、 职业伤害、 生殖系统恶性肿瘤［１４］等。 短短几年时间

发表论文 １００ 多篇， 撰写调研报告 ３０ 余份、 专报和提案建议 １０
余份。 其中有多篇研究论文陆续在本刊发表，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重

点收录 １０ 多篇妇女职业健康论文作为专题刊发。 通过多年的调

查研究积累， 重新建立了合作团队， 并在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

病专业委员会组建了职业女性健康学组， 为今后的调查研究和

健康促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３ ２　 妇女劳动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劳动关系日趋市场

化、 非公经济大量增加、 女职工队伍不断扩大， 工作场所妇

女劳动保护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 １９８８ 年颁布的 《女
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同

时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对妇女劳动

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有关部门的不断努力， 于 ２００８
年启动了修订程序， 历时 ４ 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国务院重新颁布

了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我国妇女劳动保护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得到修订， 如 《职

业病防治法》 《劳动合同法》 《妇女权益保护法》 等。 另外，
作为国家策略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在回顾前十年妇女发

展的基础上， 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 妇女与健康被提到

六个目标策略之首， 体现了健康优先的原则及其在妇女发展

中的基础性地位。
４　 从妇女劳动卫生到妇女职业健康， 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具有 ４ 亿多妇女劳动力的制造业大国［１６］ ， 有将近

１ 亿妇女在劳动过程中接触有害因素［１５］ ， 她们面临复杂多变

的职业危害和较高的健康风险。 而在现代用工制度下， 除了

传统的职业危害， 妇女还面临其他职业相关因素对健康的影

响， 如工作压力、 工效学因素、 长时间工作和轮班作业、 工

作与家庭的平衡、 工作模式等。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

要》 提出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战略主题， 促使妇女劳动

卫生研究向妇女职业健康研究和职业妇女健康研究转变， 研

究理念从疾病防治到健康保护转变， 研究对象从接触职业危

害的妇女扩展到所有职业妇女， 研究内容从职业危害因素扩

展到职业相关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比兹港召开的亚太

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性别智慧工作场所研讨会上， 职业女性健

康学组牵头人俞文兰研究员发表了题为 “中国在保障工作场

所妇女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实践与挑战” 的演讲， 介绍了我国

在妇女劳动保护方面的政策与实践， 以及面临的挑战， 并提

出了对策及建议。 这是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妇女职业健康研究学

者首次站在国际舞台上， 应对 ＡＰＥＣ 性别智慧工作场所的倡

议， 构建工作场所妇女健康、 安全和包容性。 这是一个新机

遇、 新课题， 妇女职业健康研究需要卫生学、 社会学、 人口

学、 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参与。
４ １　 开展职业妇女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干预

策略研究

运用流行病学技术，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分析数字经济

条件下， 妇女面临的复杂职业因素及其对生殖健康 （月经、
生育、 妊娠、 卵巢早衰等） 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尤其针对妇

女生育能力下降、 心理问题突出等现象［１２］ ， 深入研究妇女的

职业模式及其他影响因素， 探讨综合干预策略及新技术、 新

方法， 为妇女劳动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
４ ２　 开展工作场所妇女健康风险评估与健康促进

针对重点行业、 重点人群开展职业健康风险评估［１７］ ， 不

仅要分析研究不同行业妇女的职业病及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病

情况、 分布规律、 致病因素， 查找高危因素、 高危人群 （易
感者）， 研究干预对策； 还要开展生殖健康风险评估， 将疾病

预防控制的关口前移， 将大规模的妇科疾病筛查， 提前至影

响因素的预防控制、 高危人群的保护、 职业群体的健康促进，
确保妇女职业阶段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４ ３　 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性研究

针对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 问题突出的 《女职工禁忌劳

动范围》 和 《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 ［１８］ ， 围绕妇女特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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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问题和劳动保护深入调查研究， 以适应新的经济体制

和用工制度下妇女的保健需求［１９］ 。 研究妇女的职业模式、 职

业特点及其健康需求， 制订不同行业及不同作业方式妇女的

健康保护规范或工作指南。 同时， 分析研究国内外相关的法

律法规， 结合中国实际， 为完善我国妇女健康保护法律和政

策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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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１．
［４］ 王簃兰  妇女劳动卫生进展 （上） ［ Ｊ］ ． 化工劳动卫生通讯，

１９９１， ５ （３）： １０⁃１２．
［５］ 保毓书  我国妇女劳动卫生的成就与展望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

业病杂志， １９８９， ７ （５）： ２８２．
［６］ 保毓书  妇女劳动卫生的回顾与展望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

杂志， １９９６， １４ （６）： ３２２．
［７］ 曹文庸  全国第一届妇女劳动卫生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召开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１９８８， ６ （１）： ５５．
［８］ 曹明琳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第二届全国妇女

劳动卫生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１９９１，
４ （１）： ６３．

［９］ 陶永娴  第三届全国妇女劳动卫生学术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 ［Ｊ］ ．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１９９３， １９ （６）： ３２７

［１０］ 俞文兰  论中国社会转轨时期的 《女职工劳动禁忌范围》 ［ Ｊ］ ．
妇女研究论丛， ２０１２ （４）： ３１⁃３３．

［１１］ Ｙｕ ＷＬ， Ｌａｏ ＸＱ， Ｐａｎｇ ＳＬ， ｅｔ ａｌ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ｍｏｎｇ ７ ６１０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３， ６８
（４）： １９０⁃１９５．

［１２］ 邢再玲， 俞文兰  １４ ６１４ 名女职工生殖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１６， ４３ （４）： ４４７⁃４５０．
［１３］ 俞文兰  流动女工职业危害与生殖健康： 现状与对策 ［ Ｊ］ ． 中国

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１， ２４ （３）： ２３８⁃２４０．
［１４］ 邢再玲， 谢晓霜， 于常艳， 等  １ ２０４ 名护士恶性肿瘤患病情况

的调查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１５， ３３ （ １０ ）：
７５７⁃７５９．

［１５］ 俞文兰， 孙承业  现阶段中国职业女性的 （生殖） 健康问题分

析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０ （４）： ２４３⁃２４６．
［１６］ 梁友信， 陶永娴， 吴维皑， 等  正视性别差异， 回归女工保健

特殊需求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１１， ２９ （ ９）：
６４３⁃６４５．

［１７］ 蒋兆强， 贾君麟， 俞文兰， 等  女性医护人员的生殖健康现状

及影响因素分析青海省冶金行业女职工心理健康调查分析 ［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０ （４）： ２５８⁃２６１．

［１８］ 俞文兰， 周安寿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 （修订稿） 的解读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２， ２５ （２）： １５３⁃１５５．
［１９］ 彭文卓， 陈晓燕  两会委员直陈：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该改改

了 ［Ｎ］． 工人日报， ２０１７－０３－０７．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第二届编委会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
顾　 　 问： 刘世杰　 顾学箕　 孙宝鑫　 　 　 　 　 　 　 　 　 常务顾问： 任引津　 王世俊

主　 　 编： 何凤生　 赵金铎 副 主 编： 张寿林　 李　 忠

常务委员： 丁茂柏　 史志澄　 宓哲伟　 赵金垣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茂柏　 丁　 钺　 王文举　 王心箴　 王自齐　 王明启　 王宗惠　 王适兴　 文保元　 邓绍瑞　 宁文生　 白汝义

史志澄　 冯克玉　 刘正军　 刘正贵　 刘振玉　 许天培　 何凤生　 杜先林　 杨吉增　 李　 忠　 张寿林　 张基美

张锐武　 陈克宽　 陈秉炯　 陈彩秀　 陈增良　 吴维生　 吴植恩　 宓哲伟　 赵文华　 赵金垣　 赵金铎　 倪为民

夏宝凤　 黄金祥　 黄浩楷　 崔　 珩　 韩向午　 游全程　 蒋学之　 戴洪儒　 魏振闻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第三届编委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顾　 　 问： 王世俊　 任引津　 丁茂柏　 　 　 　 名誉主编： 何凤生　 赵金铎

主　 　 编： 张寿林　 李　 忠　 王朝和 副 主 编： 赵金垣　 周安寿　 游全程　 倪为民

常务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适兴　 冯克玉　 江朝强　 杜先林　 李　 忠　 李思惠　 张寿林　 陈秉炯　 周安寿　 赵金垣　 倪为民　 黄金祥

夏宝凤　 傅宝华　 游全程　 王朝和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日高　 王心如　 王心箴　 王　 林　 王明启　 王祖兵　 王适兴　 王涤新　 王朝和　 文保元　 乌正赉　 冯克玉

江朝强　 刘正贵　 许天培　 杜先林　 李　 忠　 李思惠　 宋文质　 苏树祥　 肖方威　 肖云龙　 张寿林　 张忠义

张建余　 陈秉炯　 金锡鹏　 周安寿　 周启栋　 周泽深　 赵一鸣　 赵金垣　 赵春香　 顾祖维　 倪为民　 徐麦玲

阎　 波　 曹明琳　 黄汉林　 黄金祥　 黄昭维　 黄萍萍　 郭宝科　 菅向东　 夏宝凤　 程崇泉　 傅宝华　 韩向午

鲁锡荣　 童　 颖　 游全程　 阚秀荣　 穆进军　 戴洪儒

·０５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ｕｇ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