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调查·

镉污染对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

吴思英 田俊 王绵珍 潘宝骏 吕华东 王治明 李煌元

【摘要】 目的 探讨福建省政和县环境镉污染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方法 根据环境镉污染

检测结果，对镉污染较严重的!个自然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作调查，并与非污染区育龄妇女的

生殖健康状况作对比。结果 污染区育龄妇女中，未婚女性的月经周期异常率、痛经发生率（分别为

"#$"%和&!$’%）均高于非污染区（分别为($)%和"*$#%）；污染区已婚妇女不孕症发生率（’$+%）高

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已婚妇女前两胎妊娠时频发恶心、频发呕吐的发生率，前两胎早产发生

率及前两胎死胎死产发生率（分别为&&$)%、+"$)%、",$!)%和&$!+%）高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分别

为!’$(%、")$*%、!$*(%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累积比数模型分析表明：在控

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居住在污染区的育龄妇女，其生殖功能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更大，其相对危险度

是居住在非污染区育龄妇女的!$,)!倍（#(%"#："$(!’!!$*"+）。结论 污染区育龄妇女生殖健康

的各个方面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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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是一种半减期很长（达!,!+,年）的多器官、

多系统毒物，动物实验表明，镉对哺乳动物具有明显

的生殖毒性，镉能明显损害睾丸和附睾，使精子数

量、密度及其活动率下降，以至影响生殖能力；镉可

引起卵巢病理组织学改变，造成卵泡发育障碍；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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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排卵、转运和受精过程，引起暂时性不育。"##)
年，镉又被美国联邦政府环保局列入一类高度可疑

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名单中，在临床上以生殖障碍、

发育异常、出生缺陷、代谢紊乱及生殖系统肿瘤等损

害效应为特征。因而镉的环境雌激素样作用再次引

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I+］，成为环境化学物对生

殖健康影响的研究焦点。福建省政和县铅锌矿自

!,世纪’,年代开采以来，矿区周围环境受到严重

的镉污染。本研究采用流行病学方法分析镉对女性

生殖健康的影响，并采用现代多元统计技术分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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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探讨镉对女性生殖健康的

独立作用，以便采取更合理有效的预防措施，达到保

护妇女生殖健康的目的。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根据所测的土壤和水源中镉含量，

从污染区选出镉污染较严重的#个自然村（平均地面

水镉 含 量 为$"$!!%$&’／(，农 田 土 壤 镉 含 量 为

$")#*!&’／+’），在非污染区抽取!个与污染区自然

地理状况、生活习惯均相近的自然村（平均地面水镉

含量为$"$$$%&’／(，农田土壤镉含量为$"$!!,&’／

+’）作为对照，以选定的自然村中所有育龄妇女作为

调查样本。污染区育龄妇女共,-.人；非污染区育龄

妇女共/,#人，对样本中的每个调查对象作问卷调

查。

#"质量控制及研究方法：为保证调查质量，调查

前统一培训调查人员，使其明确调查目的和意义，并

重点学习如何控制调查中信息偏倚的手段，采用统一

调查表对所有研究对象调查一般情况、月经、妊娠生

育及子代情况。一般情况包括居住地、文化程度、经

济来源、饮水水源、吃豆制品情况、吃海产品情况、吸

烟情况、饮酒情况、结婚年龄等；月经状况包括初潮年

龄、月经周期（正常/!,周）、月经经量（按卫生纸使用

量估计）、经期天数（正常/!)0）、是否痛经（指严重

影响工作和生活）及月经先兆症状等；妊娠生育状况

包括不孕症（已婚妇女在婚后#年内未采取避孕措施

而不怀孕的）发生、妊娠次数、妊娠并发症（包括频发

恶心、频发呕吐、先兆流产、妊娠高血压症、妊娠贫血、

羊膜破裂等）和妊娠结局（包括早产、足月产、过期产、

自然流产、死胎死产等）；子代情况包括低出生体重、

先天畸形、新生儿脑病及新生儿死亡等。

/"统计学分析：采用"#检验分析月经异常、不

良妊娠等的发生率在两地区间的差别；采用累积比

数模型分析镉对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独立作用，全

部分析用121)"!软件完成。

结 果

!"一般情况分析：共调查育龄妇女*!-人，其中

污染区,-.人（未婚女性!#!人，已婚../人），占总

人数的-!".3，平均年龄（#!"*,4%"%)）岁；非污染

区/,#人（未婚女性,.人，已婚#*)人），占总人数

的/)"-3；平均年龄（#!"/)4-"%%）岁；不同地区育

龄妇女的年龄构成比经"#检验结果显示，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5#"$,!，!5$",-#）。

#"镉对女性月经状况的影响：月经状况异常包

括月经周期异常、经量异常、经期天数异常、痛经、月

经先兆症状其任一项改变。污染区女性中，未婚女

性的月经异常发生率高于非污染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但已婚妇女月经异常率与非污染区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表! 镉污染区与非污染区女性月经异常发生率比较

地区

未婚女性

调查
人数

异常
例数

异常率
（3）

已婚女性

调查
人数

异常
例数

异常率
（3）

污染区 !!- -% ,%")! .#! #/) ,-",
非污染区 ,! !- /!". #%) !-. ,*"$

!!"$"$!

污染区未婚女性的月经异常主要表现为月经周

期异常和痛经，其月经周期异常率、痛经发生率均高

于非污染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其他月经异

常状况发生率与非污染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已婚妇女各种月经异常情况的发生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 镉污染区与非污染区未婚女性月经周期

异常率、痛经发生率比较

地区
调查
人数

月经周期异常

例数 发生率（3）

痛 经

例数 发生率（3）

污染区 !!, ## !*"!! .* .#"-!!
非污染区 ,/ / ,"% !$ !)"*

!!"$"$,；!!!"$"$!

/"镉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影响：污染区已婚妇女

不孕症的发生率高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表/）。

表# 镉污染区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不孕症发生率比较

地区 调查人数 发生例数 发生率（3）

污染区 .#* #% -"/!
非污染区 #%. / !"!

!!"$"$!

."镉对妊娠并发症的影响：污染区已婚妇女前

两胎妊娠时频发恶心、呕吐等并发症的发生率高于

非污染区已婚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但其

他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在两地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镉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污染区已婚妇女

前两胎早产发生率、死胎死产率高于非污染区已婚

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未见其他的妊娠结

局如足月产、过期产及自然流产发生率在两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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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显著性（!!!"!#）。

表! 镉污染区与非污染区前两胎频发恶心、

呕吐发生率比较

并发症
污染区

例数 发生率（$）

非污染区

例数 发生率（$）

频发恶心 %&’ ((")" )’ *’"#
频发呕吐 %+& +%")" #% %)",

"!#!"!%

表" 镉污染区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前两胎早产、

死胎死产发生率比较

妊娠结局
污染区

发生次数 发生率（$）

非污染区

发生次数 发生率（$）

早产 ,) %!"*)" %’ *",#
死胎死产 #& ("*+" & %"!#

"!#!"!%

’"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将妇女

生殖功能量化，以"表示妇女的生殖功能评分，定

义任何一种妊娠并发症、不良妊娠结局、不良活产儿

情况各给%分，两个胎次得分相加为生殖功能总分。

根据生殖功能总分将其划分为好、中、差+个等级，

分别数量化为+、*、%，将生殖功能量化的等级作为

因变量，为了控制影响因素，将文化程度、经济来源、

饮水水源、吃豆制品情况、吃海产品情况、吸烟情况、

饮酒情况、初潮年龄、结婚年龄、妊娠次数等量化后

作为协变量，采用逐步选择变量的方法，进行累积比

数模型分析。先对模型的适用性作分析，其成比例

假设检验的结果为：!*-&"*’’)，!-!"!#(,，所以

符合累积比数模型检验的基本假定，运用累积比数

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表# 模型检验

检验类型 !*值 !值

模型检验

./012/3445678/4 +!"+%,# #!"!!!%
9:4;1 *&"((,! #!"!!!%
#$%& *&"#(,! #!"!!!%

剩余!*检验 )"+!#& !",,#)

表$ 入选变量及其’(值

入选变量 " )$* !*值 !值

居住地 !")*,( !"%#’% *%")’+, #!"!!!%
妊娠次数 !"%%!’ !"!+&& )"’’&& !"!!#’
月经初潮年龄 <!"!’)’ !"!(&* %",&%’ !"%’&!

从表’可见模型检验有意义（!#!"!!%），说明模

型拟合有意义；剩余!*检验中!!!"*!，说明未被选

中的变量总的看来，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从表

)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居住地这个影

响因素的’(值为：’(-+!-*"!)*，其’(值&#$
,-为：+!=%.&’/0-%"#*’#*",%+，即居住在污染区的

育龄妇女，其生殖功能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更大，其相

对危险度是居住在非污染区育龄妇女的*"!)*倍。

讨 论

张文昌等［(］通过动物实验表明：镉会影响雌性

动物的动情周期，染镉后雌性大鼠动情周期异常，表

现为动情周期和动情间期明显延长。以往研究发现

镉可直接作用于卵巢，引起积液、出血、萎缩等病理

改变，使卵母细胞受损，成熟卵泡减少或空泡变、闭

锁卵 泡 增 多，重 者 可 致 原 发 性 闭 经 或(!岁 前 绝

经［#］。人群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接触镉的女工月经

周期明显紊乱，未成年女工尤为突出；本研究提示：

镉污染对女性月经状况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月经周期

异常和痛经，而对经量和月经先兆症状等情况则影

响不大。

镉已被认为是影响人类生育的重要因素，是妇

女怀孕和妊娠中的一个危险因子。>1;37;5等［’］认

为：体内重金属镉的减少能改善不育妇女自发怀孕

的机会。本次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镉污染区已婚妇

女不孕症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动物实验结果及>1;37;5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

关于镉与妇女妊娠并发症（包括妊高症、妊娠糖

尿病、妊娠贫血、妊娠恶阻等）关系的专题报道甚少，

本次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区已婚妇女前两胎妊

娠时频发恶心、呕吐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

污染区已婚妇女，但未见镉对其他妊娠并发症（包括

先兆流产、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妊娠贫血、浮

肿、羊膜破裂和难产）有影响。

镉引起自然流产、死胎、早产等妊娠不良结局的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不一。本次调查显示：污染区已

婚妇女前两胎早产发生率、死胎、死产发生率明显高

于非污染区已婚妇女。这些表明污染区育龄妇女的

生殖健康已受到镉污染的影响。多因素分析表明：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居住地对生殖功能影响

最大，居住污染区育龄妇女生殖功能受到损害的相

对危险度是居住在非污染区育龄妇女的*"!)*倍

（’(-*"!)*）。体现了镉污染对女性生殖健康的

独立作用。

消除解决影响生殖健康的环境污染，是目前全

球都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镉是一种高度可疑的环

境内分泌干扰物，镉的环境雌激素样作用绝大多数

来自动物实验，本研究从人群流行病方面着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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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镉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为镉污染与人类健康

的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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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河南省两县农民艾滋病健康教育及效果评估

孙洁 李武营 韩丹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绝大多

数，他们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和渠道有限，尤其是各种专业

知识如艾滋病防治知识更少。因此，如何在农村农民这一群

体中开展和加强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

切实可行的教育模式，是当前艾滋病防治中重要而迫切的课

题，为此我们对河南省两县农民共!#G万人，其中!’!’$岁

人群为*#"G万进行了艾滋病健康教育及效果评估。

我们首先在两县进行了’个月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

两县的电视入户率分别为%("(W和%F"!W，县办电视台在春

节前后的G$天内集中播放我们自己编写的艾滋病防治知识

电视短片；入户、街头及公共场所发放文字宣传单’$万份、

画册#$$$份，展出固定宣传栏G$$$个、板报!$$$$份，口头

宣传#$$$$人次，电台播送F*次。同时利用村办广播开展

艾滋病性病知识专题讲座，每月!!#次。利用培训的村医，

经常性地入户讲解、答疑、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岁农民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考评：在两个县

*#"G万余名农民中随机抽取#$个自然村，!’!’$岁男、女农

民’G$$名进行试卷询问考核。问卷（询问卷）共五道题，内

容简单易懂，均由村医询问并记录。全部不知者为零分；仅

知道有艾滋病其余不知者为下；知道艾滋病也能简单地说出

其他任何一道题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者为中等；能知道比较全

面的两道题目以上者为上等。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见表!。

结果可见，如按上等为合格，则本组合格率为(%"’!W。

表! 河南省两县’G$$名!’!’$岁农民艾滋病知晓情况

性别
问卷评分

上 中 下 $分
合计

男 #G$! GG! !FG GH H#G$
女 #G!$ G!H !GF (H H#G$

合计 G$!! !$’F #** !#’ ’G$$
注：男女之间比较"#X$"!*G!，!!$"$!

#"艾滋病知识知晓来源：对’G$$名!’!’$岁农民在询

基金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1)$G(）

作者单位：F(G$$!河南省开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孙洁、韩

丹）；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李武营）

问健康教育内容同时，还对其获得艾滋病知识的来源进行了

解。主要来源渠道仍以电视为主，构成比为%’W，参加专题

讲座和口头咨询分别为GF"%%W和FH"(!W。其他如自学（报

纸、书籍）等形式都很少。

H"讨论：

（!）我国目前!$$万SNY感染者中，农村的感染者占

%$W左右，农民做为我国的基本人群，由于历史及多方面原

因，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较差，信息闭塞，经济欠发达，受教育

程度不高，各种专业防病知识掌握得更少，很多农民就是因

为对艾滋病一无所知，才会轻易的尝试吸毒、违法卖血或有

不安全的性行为。艾滋病的传播其中性传播是主要和基本

的途径，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农民群体在我国艾滋病的

防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工作表明，营造一个社会性的宣传氛围十分

有助于个体接受和接纳艾滋病知识。宣传的手段和方法多

种多样，我们选择了’种，目的也是要对各种常用的宣传手

段进行比较和选择。经过’个月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总的

知晓率达*%"$’W，成绩为上等者占(("$*W。

（H）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大范围、快速的知识传播

成为可能。长期的、大面积持续宣传和高潮性的阶段性宣传

活动相结合，效果极好。农村中节假日（春节）最重要的娱乐

活动就是收看电视，而电视的入户率目前在这两个县分别已

达到%F"!W和%("(W，因此在春节等节假日的电视节目中经

常播送电视短片效果很好，本次调查中有%’W以上的人从电

视中获得过艾滋病的宣传知识。从而说明电视宣传在艾滋

病、性病防治中的重要性。

（F）虽然电视作为宣传的主渠道作用是不争的事实，但

其余的几种渠道如传单、小册子、专题讲座、宣传栏、入户讲

解等依然十分重要，应与电视宣传共同作用才能达到最好效

果。本次调查也表明，内容繁复、晦涩难懂、冗长的宣传品不

易为农民接受，效果不好。

（收稿日期：#$$F)$G)!H）

（本文编辑：张林东）

·GG%·中华流行病学杂志#$$F年!$月第#G卷第!$期 Z@.5TE?.C4B.-6，P/,-74;#$$F，Y-6"#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