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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北、 新疆、 湖南、
宁夏、 吉林 5 个省 / 自治区的 3

 

254 名矿山行业女职工进行问

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3
 

148 份,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矿山

行业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 矿山行业

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患病 1
 

473 人 (46. 79%), 个人年收入、
年龄、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因素暴露数量是工作有关

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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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 2018 年全国

采矿业从业人员达 604. 5 万人, 其中女性 107 万人,
占 17. 7%[1] 。 2006—2018 年国家职业病网络直报系

统累计报告我国女性新发职业病 9 类 94 种 13
 

248 例,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 5

 

222 例, 占女性新发职业病的

39. 4%[2] 。 虽然矿山行业女职工职业病发病人数较

少, 但本课题组前期对广西、 甘肃等地区 12 家矿山

企业职业卫生学调查分析发现, 矿山采选业女职工接

触噪声、 粉尘、 化学毒物、 高温等有害因素的比例占

71. 7%, 由此引发一系列健康危害, 以生殖健康问题

尤为突出[3-5] 。 工作有关疾病 ( work-related
 

disease)
是作业环境和作业特点多因素引起的疾病, 即由职业

性有害因素或工作因素直接或间接构成病因之一的非

特异性疾病[6] 。 本研究以矿山行业女职工为研究对

象, 调查女职工半年内所患主要工作有关疾病及其影

响因素, 为该职业群体职业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河北、 新疆、 湖南、 宁夏、 吉林 5 个

省 / 自治区选取铁矿、 煤矿及洗选矿业的 3
 

254 名女

职工开展调查。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 (1) 在职女性;
(2)年龄 18 ~ 60 岁; (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调查。
共收集 3

 

254 份数据, 剔除有家族遗传病史和答题

率<80%者 106 人, 有效数据 3
 

148 份, 总有效率为

96. 7%。 本研究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

毒控制所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编号: NIOHP202118)。
1. 2　 方法　 按照课题组统一的多阶段抽样和横断面

调查方法[7] , 于 2020 年 7—9 月, 在 5 个省份所选企

业中对符合条件的女职工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 内容

包括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信息、 健康及行为习惯、 职

业危害接触以及工作有关疾病患病情况等。 采用电子

问卷在线答题, 电子问卷包括调查题目、 题目说明及

逻辑范围设定, 并内设逻辑跳转和必填题目, 保证数

据准确性和可靠性。
1. 3　 指标定义　 结合文献及预调查访谈结果设定相

关定义。 工作有关疾病[8-9] : 近 6 个月内曾患有呼吸

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神经衰弱、 睡眠障碍、 过

敏性疾病、 甲状腺疾病、 恶性肿瘤、 自然流产、 精神

分裂、 抑郁症、 围绝经期综合征、 月经异常 12 种临

床诊断明确的疾病或症状中至少一种; 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危险作业接触: 女职工按照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

因素暴露情况自行选填, 调查员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申

报情况进行核实, 主要危害因素包括噪声、 化学性有

害因素、 电离辐射、 高温、 负重作业等。
1. 4　 统计分析 　 通过在线调查平台直接导出数据,
采用 SPSS

 

20. 0 软件进行整理分析。 计量资料以 x±s
进行描述, 分类变量以频数、 百分比进行描述, 采用

卡方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

分析。 检验水准 α = 0. 05 (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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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3
 

148 名女职工平均年龄 (39. 22±
7. 26) 岁; 婚姻状况已婚者 2

 

731 人, 占 86. 75%;
文化程度本科 1

 

186 人, 占 37. 67%; 个人年收入<3
万元 1

 

348 人, 占 42. 82%; 平均工龄 (17. 22±8. 97)
年, 平均周工作 40 ~ <50

 

h 者 1
 

887 人, 占 59. 94%;
工作班制以白班为主 (2

 

212 人, 70. 27%), 一线及

专业技术人员 1
 

530 人 ( 48. 60%)、 后勤服务人员

572 人 ( 18. 17%)、 行政人员 299 人 ( 9. 50%)、 管

理和销售等其他岗位人员 747 人 (23. 73%)。 洗选岗

位女职工较集中, 主要包括操作、 信号、 浮选、 磁

选、 捡矸等工种。
2. 2　 工作有关疾病患病情况　 矿山行业女职工患工

作有关疾病 1
 

473 人(46. 79%), 2
 

849 例。 其中, 睡

眠 障 碍 554 例 ( 17. 60%), 神 经 衰 弱 442 例

(14. 04%), 消化系统疾病 256 例(8. 13%), 过敏性

疾病 238 例(7. 56%), 其他疾病 1
 

359 例(43. 17%)。
患≥2 种疾病者 245 人。
2. 3　 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单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
文化程度、 个人年收入、 家务劳动时间女职工工作有

关疾病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45 岁、 硕士

及以上学历、 个人年收入 6 ~ <10 万元、 家务劳动时

间>2
 

h / d 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患病率较高。 不同工

龄、 周工作时间、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数量、 噪声暴

露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工

龄≥25 年、 周工作时间≥60
 

h、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

数量≥2 种、 噪声暴露组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患病率

显著高于其他亚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1)。
详见表 1。

表 1　 矿山行业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单因素分析 [例(%)]

特征因素　 　 　 人数 工作有关疾病 神经衰弱 睡眠障碍

年龄(岁)

　 ≤25 50 14 (28. 00) 3 (6. 00) 4 (8. 00)

　 >25~35 1
 

087 474 (43. 61) 139 (12. 79) 202 (18. 58)

　 >35~45 1
 

123 522 (46. 48) 168 (14. 96) 195 (17. 36)

　 >45 888 463 (52. 14) 132 (14. 86) 153 (17. 23)

　 P 0. 000 0. 146 0. 258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464 197 (42. 46) 52 (11. 21) 52 (11. 21)

　 高中 647 273 (42. 19) 92 (14. 22) 95 (14. 68)

　 大专 738 334 (45. 26) 98 (13. 28) 134 (18. 16)

　 本科 1
 

186 586 (49. 41) 176 (14. 84) 242 (20. 40)

　 硕士及以上 113 83 (73. 45) 24 (21. 24) 31 (27. 43)

　 P 0. 000 0. 063 0. 000

　 续表

特征因素　 　 　 人数 工作有关疾病 神经衰弱 睡眠障碍

婚姻状况

　 未婚 238 94 (39. 50) 32 (13. 45) 37 (15. 55)

　 已婚 2
 

731 1
 

297 (47. 49) 386 (14. 13) 486 (17. 80)

　 丧偶 47 25 (53. 19) 6 (12. 77) 9 (19. 15)

　 其他 132 57 (43. 18) 18 (13. 64) 22 (16. 67)

　 P 0. 069 0. 982 0. 820

个人年收入(万元)

　 <3 1
 

348 532 (39. 47) 164 (12. 17) 183 (13. 58)

　 3~ <6 928 405 (43. 64) 106 (11. 42) 141 (15. 19)

　 6~ <10 493 305 (61. 87) 102 (20. 69) 128 (25. 96)

　 ≥10 379 231 (60. 95) 70 (18. 47) 102 (26. 91)

　 P 0. 000 0. 000 0. 000

家务劳动时间(h / d)

　 ≤1 763 323 (42. 33) 87 (11. 40) 120 (15. 73)

　 1~≤2 949 430 (45. 31) 117 (12. 33) 145 (15. 28)

　 >2 1
 

385 695 (50. 18) 230 (16. 61) 280 (20. 22)

　 不详 51 25 (49. 02) 8 (15. 69) 9 (17. 65)

　 P 0. 000 0. 000 0. 000

工龄(年)

　 <5 245 97 (39. 59) 23 (9. 39) 32 (13. 06)

　 5~ <15 1
 

318 596 (45. 22) 197 (14. 95) 277 (21. 02)

　 15~ <25 813 368 (45. 26) 109 (13. 41) 113 (13. 90)

　 ≥25 772 412 (53. 37) 113 (14. 64) 132 (17. 10)

　 P 0. 000 0. 122 0. 000

周工作时间(h)

　 <40 640 267 (41. 72) 63 (9. 84) 93 (14. 53)

　 40~ <50 1
 

887 852 (45. 15) 244 (12. 93) 306 (16. 22)

　 50~ <60 438 239 (54. 57) 84 (19. 18) 101 (23. 06)

　 ≥60 183 115 (62. 84) 51 (27. 87) 54 (29. 51)

　 P 0. 000 0. 000 0. 000

工作班制

　 白班 2
 

212 1
 

047 (47. 33) 301 (13. 61) 387 (17. 50)

　 轮值夜班 701 317 (45. 22) 101 (14. 41) 122 (17. 40)

　 其他 235 109 (46. 38) 40 (17. 02) 45 (19. 15)

　 P 0. 616 0. 341 0. 809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数量(种)

　 0 1
 

503 549 (36. 53) 141 (9. 38) 186 (12. 38)

　 1 947 510 (53. 85) 153 (16. 16) 199 (21. 01)

　 ≥2 698 414 (59. 31) 148 (21. 20) 169 (24. 21)

　 P 0. 000 0. 000 0. 000

噪声暴露

　 否 2
 

325 1
 

038 (44. 65) 287 (12. 34) 371 (15. 96)

　 是 823 435 (52. 86) 155 (18. 83) 183 (22. 24)

　 P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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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患有

工作有关疾病为因变量, 以年龄、 文化程度、 个人年

收入、 家务劳动时间, 工龄、 周工作时间、 职业病危

害因素暴露数量、 噪声暴露为自变量, 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个人年收入、 年龄均为工作

有关疾病患病的风险因素,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可增

加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的患病风险。 见表 2。

表 2　 矿山行业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χ2 P OR (95%CI)

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 — — — —
接触 1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0. 891 0. 094 88. 989 0. 000 2. 438 (2. 026 ~ 2. 933)
接触≥2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1. 305 0. 146 79. 849 0. 000 3. 686 (2. 769 ~ 4. 907)
个人年收入(万元) <3 — — — — —
　 　 　 　 　 　 　 　 　 3 ~ <6 0. 325 0. 091 12. 701 0. 000 1. 384 (1. 157 ~ 1. 654)
　 　 　 　 　 　 　 　 　 6 ~ <10 0. 965 0. 115 70. 423 0. 000 2. 625 (2. 095 ~ 3. 288)
　 　 　 　 　 　 　 　 　 ≥10 0. 984 0. 126 60. 669 0. 000 2. 675 (2. 088 ~ 3. 426)
年龄(岁) 　 ≤25 — — — — —
　 　 　 　 　 >25 ~ 35 0. 736 0. 359 4. 197 0. 040 2. 087 (1. 032 ~ 4. 219)
　 　 　 　 　 >35 ~ 45 0. 979 0. 373 6. 897 0. 009 2. 661 (1. 282 ~ 5. 526)
　 　 　 　 　 >45 0. 963 0. 394 5. 968 0. 015 2. 620 (1. 210 ~ 5. 676)

　 　 注: 因变量赋值, 工作有关疾病, 否= 0, 是= 1。 自变量赋值,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否= 0, 接触 1 种危害因素 = 1, 接触≥2 种危害因素 =

2; 个人年收入 (万元), <3 = 0, 3 ~ <6 = 1, 6 ~ <10 = 2, ≥10 = 3; 年龄 (岁), ≤25 = 0, >25~ 35 = 1, >35 ~ 45 = 2, >45 = 3。

2. 5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对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的

影响　 本调查显示, 矿山行业女职工接触危害因素或

危险作业 1
 

645 人, 占 52. 26%; 接触噪声 823 人,
占 26. 14%; 接触化学性有害因素 595 人, 占 18. 90%。

接触 1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947 人, 占 30. 08%; 接触

≥2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698 人, 占 22. 17%。 接触不

同种类及数量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

患病情况见表 3。

表 3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对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的影响
 

[例(%)]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 人数 工作有关疾病 睡眠障碍 神经衰弱 消化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月经异常 焦虑抑郁

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数量(种)

　 0 1
 

503 549 (36. 53) 186 (12. 38) 141 (9. 38) 82 (5. 46) 64 (4. 26) 141 (10. 23) 71 (4. 72)
　 1 947 510 (53. 85) 199 (21. 01) 153 (16. 16) 89 (9. 40) 58 (6. 12) 147 (16. 99) 74 (7. 81)
　 ≥2 698 414 (59. 31) 169 (24. 21) 148 (21. 20) 85 (12. 18) 58 (8. 31) 130 (20. 97) 60 (8. 60)
噪声暴露

　 否 2
 

325 1
 

038 (44. 65) 371 (15. 96) 287 (12. 34) 166 (7. 14) 120 (5. 16) 287 (13. 50) 152 (6. 54)
　 是 823 435 (52. 86) 183 (22. 24) 155 (18. 83) 90 (10. 94) 60 (7. 29) 131 (17. 77) 53 (6. 44)
化学因素暴露

　 否 2
 

553 1
 

108 (43. 40) 405 (15. 86) 318 (12. 46) 182 (7. 13) 136 (5. 33) 296 (12. 76) 144 (5. 64)
　 是 595 365 (61. 34) 149 (25. 04) 124 (20. 84) 74 (12. 44) 44 (7. 39) 122 (22. 43) 61 (10. 25)

　 　 注: 月经异常调查人数排除已绝经和患有围绝经期综合征女职工。

3　 讨　 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可导致劳动者罹患某种疾病

或使潜在疾病显露以及加重原有疾病[9] 。 如矿工慢

性非特异性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较高[10] ; 长期接触

工业噪声不仅损伤听觉系统, 还对神经系统产生一定

影响[11-12] 。 通过预调查和现场访谈发现, 矿山行业

女职工文化程度及工资收入偏低, 多数从事的洗选岗

位职业病危害因素以噪声为主, 所以本研究将神经衰

弱、 睡眠障碍和消化系统疾病作为主要工作有关疾

病。 本调查发现, 接触噪声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患病

率达 52. 86%, 睡眠障碍、 神经衰弱和月经异常发生

率明显高于非接噪人员。
有 46. 79%的矿山行业女职工自报近 6 个月内有

明确诊断的疾病, 主要包括睡眠障碍、 神经衰弱、 消

化系统疾病、 过敏性疾病等, 部分女职工罹患恶性肿

瘤, 分析与其工作时间过长、 工作负荷大、 长期接触

高声级噪声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 接触≥2 种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女职工工作有关疾病患病率是非接害职

工的 3. 68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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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 》 (国发

[2021] 16 号) 明确提出保障女性劳动者健康主要目

标, 实现妇女平等享有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

务, 持续提升健康水平的总体目标。 本次调查结果可

为制定保障女工职业健康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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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银体温计汞中毒咨询调查特征及典型案例分析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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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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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so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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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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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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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meter

程博文, 张驭涛, 蒋绍锋, 郎楠, 何仟, 周静, 尹萸, 张宏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100050)

　 　 摘要: 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突发中毒

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中毒咨询系统” 中有关破损水银

体温计汞中毒相关咨询记录, 采用 SPSS
 

22. 0 软件对咨询特征

进行统计描述分析, 筛选典型咨询个案进行电话回访。 结果

显示, 2008—2021 年水银体温计汞中毒咨询< 5 例次 / 年, 仅

2022 年 12 月此类咨询突然增至 384 例次, 2023 年 1—5 月共

记录 372 例次。 咨询者主要关注体温计破碎后残留水银的健

康危害以及正确的清理方式。 回访 62 例个案中仅 2 例确诊为

急性汞中毒, 经驱汞治疗后均已康复。 提示破损的水银体温

计仅在特殊情况下对暴露者产生健康影响, 症状较轻, 经合

理治疗可很快康复。
关键词: 中毒咨询; 体温计; 水银;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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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是一种持久性环境污染物及毒物, 有金属汞

(水银)、 无机汞化合物、 有机汞化合物 3 种存在形

式, 暴露于任何一种形式的汞均可对人体造成健康危

害[1] 。 水银体温计外壳为易碎的玻璃材质, 是一潜在

的金属汞释放源头。 目前水银体温计在我国仍普遍使

用, 我国计划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生产水银体

温计。 水银体温计中的汞在室温下为液态, 易挥发,
温度越高挥发越快。 温度达到-13. 05

 

℃ 时空气中即

可检测到汞蒸气[2] 。 体温计外壳破损后, 汞溢出并挥

发于空气中, 呼吸道吸入大量汞蒸气可引发急性中毒

症状[3] 。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中

毒咨询热线破损水银体温计相关中毒咨询记录及典型

回访案例, 剖析咨询者关心的主要问题、 水银清理方

式、 汞中毒发生情况, 评估水银体温计汞暴露对人体

健康影响的可能性。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 2008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中毒咨

询系统”中“水银 / 汞暴露” 相关记录, 每条记录包括

咨询原因、 汞中毒症状、 暴露方式、 暴露原因、 水银

清理方式等信息。
1. 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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