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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 对云南省医疗、 金融和

矿山采选三个行业 ２ ４２６ 名女职工生殖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

查。 其中 ３７ ５％的女职工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最近 ３ 个月内

有 ５５ ５％的女职工患有各类妇科疾病， ５１ ０％的女职工出现月

经异常。 三个行业女职工的妇科疾病患病率、 月经异常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金融行业的女职工妇科疾病的患

病率最高， 为 ６２ ０％； 医疗行业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最高，
为 ５８ ６％。 职业有害因素和工作模式对女职工的生殖健康存

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需引起社会关注。
关键词： 女职工； 生殖健康； 职业性有害因素； 妇科疾

病； 月经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７４－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４ ０１３
为了解职业危害因素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 我们对云

南省医疗、 金融和矿山采选行业女职工的生殖健康状况及影

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整群抽样方法， 矿山采选业选取了某有

色金属矿作业人员、 医疗行业选取云南省 ３ 家省级综合医院

的医护和医技人员、 金融行业选取全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

人员为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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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编制的 《女职工生殖健康调查问卷》， 通过纸质和在线调查相

结合的方式对目标行业的女职工进行调查， 并制定了详细的

填表说明。 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 职业史和职业接触情况、
生殖及生育情况等内容。
１ ３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编制经过多次反复修订。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
调查前讲解调查方法、 解释调查问卷的内容， 由专业人员完

成问卷审核、 纸质调查问卷的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工作。
１ ４　 统计分析

纸质问卷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２ 建立数据库， 进行数据录入， 采

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描

述， 采用 χ２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２ ５０１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４２６ 份， 有

效率为 ９７ ０％。 金融行业占 ５９ ６％ （１ ４４７ ／ ２ ４２６）， 医疗行业占

３１ ０％ （７５１ ／ ２ ４２６）， 矿山采选业占 ９ ４％ （２２８ ／ ２ ４２６）。 调查

对象年龄 １６ ～ ５５ 岁、 平均 （３４ ３±７ ９） 岁； 以已婚为主， 占

７４ ６％；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职工占 ６６ ４％， 医疗行业文

化程度较高， 矿山采选业文化程度较低； 家庭人均年收入以 １～
＜５ 万元为主 （占 ３７ ６％）， 矿山采选业家庭人均年收入较低，
＜１ 万元的比例占 ４８ ７％。 详见表 １。

表 １　 三个行业女职工的基本情况 例 （％）

因素　 　 　 　 　 　 　 总人数 医疗行业 金融行业 矿山采选业

年龄（岁）
　 ＜３０ ８７２ （３５ ９） ３６５ （４８ ６） ４７６ （３２ ９） ３１ （１３ ６）
　 ３０～３９ ８０２ （３３ １） ２５６ （３４ １） ４３６ （３０ １） １１０ （４８ ２）
　 ４０～４９ ６１２ （２５ ２） ８６ （１１ ５） ４３９ （３０ ３） ８７ （３８ ２）
　 ≥５０ ７９ （３ ３） １８ （２ ４） ６１ （４ ２） ０　 　 　
　 不详 ６１ （２ ５） ２６ （３ ５） ３５ （２ ４） ０　 　 　
文化程度

　 中专及以下 ２３８ （９ ８） ８ （１ １） ２９ （２ ０） ２０１ （８８ ２）
　 高中及大专 ５２９ （２１ ８） ７５ （１０ ０） ４２９ （２９ ６） ２５ （１１ １）
　 本科及以上 １ ６１０ （６６ ４） ６５３ （８７ ０） ９５６ （６６ １） １ （０ ４）
　 不详 ４９ （２ ０） １５ （２ ０） ３３ （２． ３） １ （０ ４）
婚姻状况

　 未婚 ５０３ （２０ ７） ２４５ （３２ ６） ２５６ （１７ ７） ２ （０ ９）
　 已婚 １ ８１０ （７４ ６） ４７８ （６３ ６） １ １１２ （７６ ８） ２２０ （９６ ５）
　 分居、 离婚、 丧偶 ９２ （３ ８） ２２ （２ ９） ６４ （４ ４） ６ （２ ６）
　 不详 ２１ （０ ９） ６ （０ ８） １５ （１ ０） ０　 　 　
家庭人均年收入 （万元）
　 ＜１ ３７７ （１５ ５） １２９ （１７ ２） １３７ （９ ５） 　 １１１ （４８ ７）
　 １～ ＜５ ９１２ （３７ ６） ２６１ （３４ ８） ５３４ （３６ ９） １１７ （５１ ３）
　 ５～ ＜１０ ７８４ （３２ ３） ２６６ （３５ ４） ５１８ （３５ ８） ０　 　 　
　 ≥１０ ３４９ （１４ ４） ９４ （１２ ５） ２５５ （１７ ６） ０　 　 　
　 不详 ４ （０ ２） １ （０ １） ３ （０ ２） ０　 　 　

２ ２　 职业情况

三个行业接触职业有害因素的女职工人数占 ３７ ５％
（９１０ ／ ２ ４２６）， 矿山采选业女职工接触有害因素的比例较高

（７１ ９％， １６４ ／ ２２８）， 金融行业较低 （ １７ ０％， ２４６ ／ １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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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物理有害因素占 ３３ ４％ （８１１ ／ ２ ４２６）， 接触化学有害因素

占 ２４ ６％ （５９８ ／ ２ ４２６）， 接触生物有害因素占 ２１ ６％ （５２５ ／
２ ４２６）。 在工作模式中， 涉及工效学因素占 ７７ ２％， 工作负荷

大占 ４３ ５％， 经常加班者达 ４２ ０％。
２ ３　 生殖健康状况

２ ３ １　 患妇科疾病情况　 ５５ ５％ （１ ３４７ ／ ２ ４２６） 患有各类妇

科疾病。 以金融行业女工患病率最高 （６２ ０％）， 矿山采选业

最低 （２５ ９％）， 不同行业女职工的妇科疾病患病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存在轮班、 不良工效学、 视频显示终端

作业、 工作负荷大、 经常加班等不良工作模式的女职工妇科

疾病的患病率均高于无不良工作模式的女职工，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接触职业有害因素女职工的妇科疾病患病

率为 ５８ ５％， 高于无职业有害因素接触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３。
表 ２　 ３ 个行业女职工患妇科疾病情况

妇科疾病 人数 患病率（％） 妇科疾病 人数 患病率（％）

　 妇科炎症 ９２２ ３８ ０ 乳腺增生 ５１５ ２１ ２

　 白带增多 ４８５ ２０ ０ 子宫肌瘤 ２０２ ８ ３

　 阴道炎 ４７０ １９ ４ 卵巢疾病 ９４ ３ ９

　 外阴瘙痒 ３８７ １６ ０ 恶性肿瘤 １０ ０ ４

　 子宫附件炎 １８２ ７ ５ 其他 １０３ ４ ２

表 ３　 女职工妇科疾病职业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χ２值 Ｐ 值

行业 １０９ ２９０ ＜０ ００１
　 矿山采选 ２２８ ５９ ２５ ９
　 医疗 ７５１ ３９１ ５２ １
　 金融 １ ４４７ ８９７ ６２ ０
工作模式

　 轮班 是 ８７９ ４４１ ５０ ２ １５ ９９４ ＜０ ００１
否 １ ５４７ ９０６ ５８ ６

　 不良功效学 是 １ ８７３ １ ０８８ ５８ １ ２１ ８９４ ＜０ ００１
否 ５５３ ２５９ ４６ ８

　 视频显示终端作业 是 ７２６ ４４３ ６１ ０ １２ ６７２ ＜０ ００１
否 １ ７００ ９０４ ５３ ２

　 工作负荷大 是 １ ０５４ ６７１ ６３ ７ ４９ ９９０ ＜０ ００１
否 １ ３７２ ６７６ ４９ ３

　 流动性大 是 １５４ ７２ ４６ ８ ５ １２２ ０ ０２９
否 ２ ２７２ １ ２７５ ５６ １

　 经常加班 是 １ ０１９ ６６０ ６４ ８ ６０ ８２２ ＜０ ００１
否 １ ４０７ ６８７ ４８ ８

有害因素 ５ ０９０ ０ ０２４
　 接触 ９１０ ５３２ ５８ ５
　 不接触 １ ５１６ ８１５ ５３ ８

２ ３ ２　 月经异常　 ５１ ０％ （１ ２３８ ／ ２ ４２６） 的女工存在月经异

常。 医疗行业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最高 （５８ ６％）， 矿山采选

业最低 （２４ １％）， 不同行业的女职工月经异常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不良工效学、 视频显示终端作业、 工作负

荷大、 经常加班等不良工作模式以及接触职业有害因素的女

职工月经异常率显著增高 （Ｐ＜０ ０５）。 见表 ４。
表 ４　 月经异常职业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月经异常

人数

异常率

（％）
χ２值 Ｐ 值

行业 １０９ ２９０ ＜０ ００１
　 矿山采选 ２２８ ５５ ２４ １
　 医疗 ７５１ ４４０ ５８ ６
　 金融 １ ４４７ ７４３ ５１ ３
工作模式

　 轮班 是 ８７９ ４６６ ５３ ０ ２ １７２ ０ １４１
否 １ ５４７ ７７２ ４９ ９

　 不良功效学 是 １ ８７３ ９９５ ５３ １ １４ ４０２ ＜０ ００１
否 ５５３ ２４３ ４３ ９

　 视频显示终端作业 是 ７２６ ３９８ ５４ ８ ５ ９５７ ０ ０１５
否 １ ７００ ８４０ ４９ ４

　 工作负荷大 是 １ ０５４ ６３３ ６０ １ ６０ ７６５ ＜０ ００１
否 １ ３７２ ６０５ ４４ １

　 流动性大 是 １５４ ７９ ５１ ３ ０ ００５ ０ ９４５
否 ２ ２７２ １１５９ ５１ ０

　 经常加班 是 １ ０１９ ５８５ ５７ ４ ２８ ６０８ ＜０ ００１
否 １ ４０７ ６５３ ４６ ４

有害因素 ９ ４３８ ０ ００２
　 接触 ９１０ ５０１ ５５ １
　 不接触 １ ５１６ ７３７ ４８ ６

３　 讨论

３ １　 女职工生殖健康问题较严重

妇科疾病、 月经异常是困扰女性的主要生殖健康问题。
本次调查中， 女职工妇科疾病发病率高达 ５５ ５％， 与全国其

他省市的调查情况一致［１，２］ 。 有 １ ２３８ 人 （５１ ０％） 存在月经

异常， 高于其他行业的调查结果［３］ 。 提高女职工的健康素养

是提升女职工健康水平的基本保证， 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

式， 使女职工积累更多健康知识， 不断增强健康意识， 积极

主动参加健康检查， 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３ ２　 不同行业的女职工生殖健康问题不同

调查显示， 金融行业的女职工妇科疾病的患病率最高，
医疗行业的月经异常率较高， 这是由于不同行业所接触的危

害因素和工作模式不同、 面对的压力有所差异， 因而对女性

生殖健康产生的影响不同。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女职工自身对疾病的认知情况， 受女职工的文化水平、
医疗知识掌握能力以及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等影响。 由于

矿山采选业女职工文化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 可能其自

身的生殖健康问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 尽管调查的矿

山采选业女职工妇科疾病的患病率和月经异常率不高， 但仍

需引起关注， 还需要通过临床检查等一系列客观指标的相关

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
３ ３　 职业有害因素对女职工生殖健康的不良影响

本次调查有 ３７ ５％的女职工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主要包

括各类化学、 物理、 生物因素。 调查显示其妇科疾病的患病

率、 月经异常率均高于无职业有害因素接触者。 用人单位应

·５７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３２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ｕｇ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４



当加强职业卫生防护， 减少工作中职业危害因素的接触， 合

理安排工作岗位， 减少女职工接触有害因素的机会。
３ ４　 工作模式是影响女职工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

本次调查发现的不良工作模式主要有经常上夜班、 轮班、
经常搬运重物、 长时间坐 ／站位、 视频显示终端作业、 工作负

荷大、 经常加班、 流动性大等； 不良工效学主要有经常站立、
经常搬运重物和长时间坐位。 存在不良工效学、 工作负荷大

的女职工， 妇科疾病的患病率、 月经异常率均较高。 邢再玲

等研究发现［４］ ， 工作中长时间站立的女职工生殖健康检查、
月经异常率均最高； 刘静等［５］ 调查发现， 工作负荷大既是月

经异常也是妇科疾病的危险因素。 长期处于压力负荷状态，
会扰乱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平衡， 造成内分泌系统紊乱，
导致女职工经量增多、 痛经、 周期紊乱等月经异常的症状；
负重劳动可引起女工腹压、 盆腔压力增高， 造成盆腔血流不

畅、 淤血等， 容易引起妇科炎症、 子宫肌瘤。 因此， 需要加

强女职工在工效学等方面的健康教育， 合理的工效学设计和

安排非常必要。 创造良好的工作模式， 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作

效率， 对保护女职工的生殖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强调大力普及

生殖健康知识， 提高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 提高妇女生

殖健康服务水平， 有针对性地解决妇女特殊生理时期的健康

问题。 本次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需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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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６０４６ 名有色金属行业女工月经异常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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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萍泰， 寇振霞， 何小刚， 邵国军， 何玉红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为了解甘肃省有色金属行业女工职业健康状况，
对有色金属企业分布集中的白银市、 金昌市 ２ 家国有大型企

业的６ ０４６名女工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发现， 有色金属行业女

工年龄主要集中在 ４０ ～ ４９ 岁 （５７ ４１％）， 月经异常２ ４８７人，
占调查人数的 ４１ １３％；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６０ ｈ 者月经异常率

达 ６０ ４１％， 轮值夜班女工月经异常率达 ５２ ２１％， 高于其他

工作状态女工； 自觉工作压力很大的女工月经 异 常 率达

５５ １１％。 提示应重视和加强有色金属行业女工的职业健康

保护。
关键词： 有色金属； 女工； 职业卫生； 月经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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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摸清甘肃省有色金属制造行业女职工职业危害及健康

状况， 我们特此开展了本次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２０１８ 年通过手机 ＡＰＰ 问卷调查形式， 对我省有色金属

企业分布集中的白银市、 金昌市 ２ 家国有大型企业的６ ３４８名
女工进行整群随机抽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６ ０４６份， 问卷数

据经汇总审核和整理后，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６ ０４６名女工年龄 １５ ～ ６７ 岁、 平均年龄 （３８ ７９ ± ７ ６５）
岁， 主要集中在 ４０～４９ 岁， 占 ５７ ４１％； 未婚者 ７ ８７％、 已婚

者 ８１ １８％、 丧偶者 ２ ０３％、 婚姻状况不详者占 ２ ９２％； 文化

程度 集 中 在 高 中 ／中 专、 大 专、 本 科， 分 别 占 ２７ ５１％、
３１ ７６％、 ２２ １９％， 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１ ３４％。
２ ２　 不同职业特征对月经的影响

２ ２ １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调查女工中，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

＜４０ ｈ 的占 ３４ ５２％ （ ２ ０８７ ／ ６ ０４６）， ４０ ～ ５０ ｈ 占 ５０ ６１％
（３ ０６０ ／ ６ ０４６）， ５１～ ６０ ｈ 占 １０ ８２％ （６５４ ／ ６ ０４６）， ＞６０ ｈ 占

４ ０５％ （２４５ ／ ６ ０４６）。
２ ２ ２　 工作形式　 仅上白班者 ３ １３１ 人、 轮班 １ ６３０ 人、 轮

值夜班 １ １５５ 人、 其他 １３０ 人， 分别占 ５１ ７９％、 ２６ ９６％、
１９ １０％、 ２ １５％。
２ ２ ３　 自觉工作压力　 自觉工作压力很大的有 ９７８ 人、 较大

的有 １ ８２６ 人、 一般的有 ２ ９５１ 人、 较小的有 ２９１ 人， 分别占

１６ １７％、 ３０ ２０％、 ４８ ８１％、 ４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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