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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布2004年台灣地
區主要死因排行顯示，惡性腫瘤名列第一

名，以主要癌症死因來看，口腔癌名列第六

名[1]。口腔癌的最主要危險因素為嚼食檳
榔，已知嚼食檳榔會造成口腔黏膜病變，

而且增加醫療支出和社會成本[2-4]。另一方
面，檳榔樹在台灣中南部已造成嚴重的水土

保持問題，對於環境衛生和景觀也是值得重

視的問題。此外，城市和鄉間主要道路旁都

可見檳榔攤的擺設，行政院主計處2003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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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本研究主要調查台灣中部地區運輸從業人員檳榔嚼食率，以及探討職場環境影響嚼

食行為之相關因素。方法：本研究採橫斷性研究，以台灣地區嚼食檳榔盛行率最高之三個地區

(彰化縣市、南投縣和雲林縣市)為研究地區，採分層隨機抽樣，有效問卷為698份，回收率約
71.0%。結果：運輸業從業人員檳榔嚼食率22.0%，81.7%嚼食檳榔者亦有吸菸習慣。嚼食檳榔
者認為與嚼食行為有關聯之職場因素－工作環境方面：「長途運輸」(81.1%)；工作性質和心理
方面：「需要提神」(78.0%)、「工作時數長」(27.2%)、「壓力大、緊張」(26.4%)、「耗費體
力」(17.3%)、「工作內容單調」(16.3%)等；工作危害因素：「長時間坐姿」(44.9%)和「重複
性動作」(26.9%)會促使嚼食檳榔。邏輯式迴歸分析中發現嚼食檳榔者有喝酒習慣者和長時間坐
姿，其嚼食檳榔之風險較高(OR＝3.36, 95%CI＝1.01-11.18; OR＝5.31, 95%CI＝1.67-24.15)。結
論：運輸業從業人員中多數嚼食檳榔者亦有吸菸習慣，超過半數嚼食者會配合職場規定不吃檳

榔，建議戒除嚼食檳榔之宣導活動可與戒菸活動並行，職場規定禁止嚼食檳榔和改善排班情形

和調整工作內容，以降低檳榔嚼食率。(台灣衛誌 2007；26(5)：433-442)

關鍵詞： 嚼食檳榔、盛行率、職場相關因素、運輸業

灣地區攤販經營概況調查結果，全台檳榔攤

共有1.76萬家，其從業人口3.05萬人，顯示
檳榔在生活環境中的可近性高，取得容易

[5]。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國民

健康調查，2002年台灣地區彰化縣市、南
投縣和雲林縣市十五歲以上男性嚼檳榔率

(16.7%、22.2%和21.1%)，僅次於以原住民
為主的台東縣、花蓮縣和屏東縣(35.6%、
32.6%和28.7%)[6]。此外，以2004年各縣市
口腔癌死亡率來看，雲林縣男性口腔癌死亡

率34.7人/10萬人為全台之冠，彰化縣和南
投縣分別為24.8人/10萬人和22.1人/10萬人
[1]。根據以上資料，本研究選定以彰化縣
市、南投縣和雲林縣市為研究地區，原因為

此三個地區是檳榔樹栽種較多的區域[7]，
且當地居民檳榔嚼食率偏高，亦為口腔癌死

亡率居高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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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許多檳榔盛行率調查研究中顯示，

男性、從事勞動工作者，檳榔嚼食率較高

[8-10]。其中體力勞動工作中，又以卡車司
機與計程車檳榔嚼食率較高[11]。1997年和
2005年分別針對台北市公車和計程車司機
所做的工作壓力、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與吸

菸、飲酒、嚼檳榔行為之相關研究指出，台

北市公車司機和計程車司機嚼檳榔者分別

佔19.8%和25.0%，略高於其他藍領勞動階
層，且研究中指出年齡愈低、健康知識來源

種類愈少、教育程度愈低、平均每日開車時

數愈長及人際支持愈低，其嚼檳榔行為愈高

[12,13]。顯示其自身之健康知識、生活經驗
和工作因素均可能影響嚼食檳榔行為[14]。
依據上述資料，實有必要針對運輸業從業人

員調查其嚼食檳榔率，並探討該職場環境影

響嚼食行為之相關因素，期以職場介入方

式，降低嚼食檳榔情形。

材料與方法

參照電信局之工商電話簿，將研究地區

之廠商名單予以編號做為抽樣清冊，即為

抽樣母體之來源。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

樣法，職業別比例依據經濟部公佈2001年底
「各縣市產業架構資料」，依照各職業別佔

研究地區之比例抽取各職業別之樣本數。選

取廠商後，採用郵寄方式發放問卷，並以電

話方式訓練該職場負責發放問卷人員，告知

施測對象填寫問卷之注意事項。

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採用填寫問卷方

式收集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以瞭解該區域

運輸業從業人員影響檳榔嚼食行為之職場

相關因素。正負2%內的信賴區間，假設檳
榔嚼食率為15 %，估計抽樣樣本數需625位
可達有效樣本數。共發出問卷1114份，回收
790份，回收率71.0%，扣除填答不全之問卷
後，有效問卷為698份。本研究目的是探討
影響檳榔嚼食行為之職場因素，故問卷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和架構，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

獻、現有問卷、實地訪視經驗，及依照其職

業工作內容、時數與職場生態等[15,16]，進
一步探討此行業可能促成嚼食檳榔(或持續

嚼食檳榔)之貢獻因子。問卷內容包括兩部
分，分別為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和「嚼

食檳榔影響因素資料」。其中，「個人基本

資料」包括：出生年月日、教育程度、原住

民與否、婚姻狀況、職業與嚼檳榔、吸菸和

飲酒行為調查。「嚼食檳榔影響因素資料」

包括：自身因素－為何會持續嚼檳榔、同事

或家人是否有嚼食檳榔、自身對嚼檳榔的感

受、是否想過要戒掉嚼食檳榔、購買檳榔的

條件及牙齒與口腔情況等，以及工作因素－

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工作心理及工作身體

危害相關因素。

本研究中針對檳榔使用習慣之定義－無

嚼食檳榔習慣者：從過去到現在，從不嚼食

檳榔；戒嚼食檳榔者：從前有嚼食但已戒食

者，指從過去到現在，曾經一星期至少吃十

粒檳榔以上；很少嚼食檳榔者：一星期吃十

粒檳榔以下；現有嚼食檳榔者：一星期至少

吃十粒檳榔以上。

本研究以SPSS 13.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資料分析。以Chi-squa re檢定評估類別變
項，如性別、吸菸、喝酒與否、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是否為原住民、職業及工作別等

變項，對於現在有嚼食檳榔組和無嚼食檳榔

組間分布是否有差異。若期望值格子數不超

過20%或小於5則以Fisher’s exact檢定。在分
析基本人口學特徵、職業和職別，及吸菸和

喝酒行為之嚼食檳榔盛行率時，嚼食檳榔者

只以現在有嚼食檳榔者進行計算，不包括很

少嚼食者與從前有嚼食但已戒食者，無嚼食

檳榔者是指從不嚼食檳榔。以多變項邏輯式

迴歸(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進行調
整分析，得到影響因素對於是否嚼食檳榔風

險之勝算比(Odds Ratio; OR)。

結　　果

一、 運輸業從業人員基本人口學資料與嚼食
檳榔與否之分布

比較現有嚼食檳榔者和無嚼食檳榔者

(不包括很少嚼食和戒嚼食檳榔者)之人口學
特徵分布(表一)，性別、教育程度、是否為
原住民、吸菸和喝酒習慣、職業、工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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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運輸業從業人員基本人口學資料與嚼食檳榔盛行率之分布情形

項目
嚼食檳榔者1

人數(%)
無嚼食檳榔者2

人數(%)
卡方檢定

(p-values)
嚼食檳榔

盛行率(%)
性別 101 358 ＜0.001
男 98 (97.0) 299 (83.5) 24.7
女  3 (  3.0)  59 (16.5)  4.8

年齡(平均值±標準差) 42.1±9.2 42.7±10.3 0.495#

吸菸 89 319 ＜0.001
是 85 (95.5) 95 (29.8) 47.2
否 4 (  4.5) 224 (70.2)  1.8

喝酒 52 194 ＜0.001
是 41 (78.8) 18 (  9.3) 69.5
否 11 (21.2) 176 (90.7)  5.9

教育程度 103 370 0.001
國中以下 49 (47.6)  81 (21.9) 37.7
高中 10 (  9.7)  81 (21.9) 11.0
高職 28 (27.2)  95 (25.7) 22.8
專科 10 (  9.7)  86 (23.2) 10.4
大學、研究所以上  6 (  5.8)  27 (  7.3) 1.0

是否為原住民 94 354 0.037
是  7 (  7.4)  10 (  1.6) 41.2
否 87 (92.6) 344 (98.4) 20.2

婚姻狀況 99 370 0.103
未婚/單身 16 (16.2)  89 (24.1) 15.2
已婚/同居 75 (75.8) 266 (71.9) 22.0
離婚/分居  7 (  7.1)  11 (  3.0) 38.9
失偶  1 (  1.0)   4 (  1.1) 20.0

職業 94 337 ＜0.001
公共汽車客運業 35 (37.2) 116 (34.4) 23.2
長途汽車客運業 17 (18.1)  31 (  9.2) 35.4
計程車客運業  3 (  3.2)   8 (  2.4) 27.3
鐵路運輸業  1 (  1.1)   1 (  0.2) 50.0
貨運業  15 (16.0)  31 (  9.2) 33.3
郵政業 10 (10.6) 128 (38.0)  7.2
快遞服務業  2 (  2.1)   6 (  1.8) 25.0
清潔搬運業 11 (11.7)  16 (  4.7) 40.7

工作別 78 302 0.001
負責人/管理階級  4 (  5.1)  12 (  4.0) 25.0
事務性工作人員  7 (  9.0)  51 (16.9) 12.1
服務性工作人員 18 (23.1) 127 (42.1) 12.4
司機 43 (55.1) 104 (34.3) 29.3
裝卸人員  2 (  2.6)   1 (  0.3) 66.7
維修人員  4 (  5.1)   7 (  2.3) 36.4

工作性質 76 375 0.017
輪班制 23 (30.7)  50 (16.7) 31.5
大夜班  2 (  2.7)   4 (  1.3) 33.3
小夜班  1 (  1.3)   2 (  0.7) 33.3
常日班 49 (65.3) 244 (81.3) 16.7

每週工作時數 72 281 0.009
≦40小時 21 (29.2) 130 (46.3) 13.9
超過40小時 51 (70.8) 151 (53.7) 25.2

平均時數(平均值±標準差) 46.6±18.3 43.1±15.9 0.018#

1 嚼食檳榔者以現在有嚼食檳榔者為代表，不包括很少嚼食者與戒嚼食檳榔者。
2 無嚼食檳榔者是指從不嚼食檳榔。
# Student’s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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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性質及工作時數等均達統計上之顯著

意義(p＜0.05)。運輸業中嚼食檳榔者男性
佔97.0%，平均年齡約42.1歲，多數目前亦
有吸菸(95.5%)及喝酒習慣(78.8%)，婚姻狀
況以已婚者居多(75.8%)，教育程度國中以
下佔47.6%和高職佔27.2%，職業多集中於
公共汽車客運業和長途汽車客運業(37.2%
和18.1%)，大多數職務為司機(55.1%)，常
日班(65.3%)和輪班制(30.7%)，每週平均工
作時數約46.6小時。本研究中全體運輸從
業員工每週工作時數40小時以上者佔85.9% 
(資料未顯示於表格)，若將很少嚼食和戒
嚼食檳榔者不計，結果顯示70.8%現有嚼
食者每週工作超過40小時，無嚼食檳榔者
中則佔53.7%。若以各基本人口學特徵分
層來看，男性中嚼食檳榔率為24.7%高於
女性4.8%，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37.7%)或
高職(22.8%)者嚼食率較高，原住民嚼食率
(41.2%)遠高於非原住民者(20.2%)，婚姻狀
況若為離婚或分居者(38.9%)其嚼食率高於
已婚者(22.0%)；清潔搬運業(40.7%)、長途
汽車客運業(35.4%)、貨運業(33.3%)、計程
車客運業(27.3%)和公共汽車客運業(23.2%)
之嚼食率相較於其他運輸業來得高；工作

別以裝卸人員(66.7%)、維修人員(36.4%)和
司機(29.3%)之嚼食率較高；相較於常日班
從業人員(16.7%)，輪班制(31.5%)、大夜班
(33.3%)和小夜班(33.3%)者之嚼食率較高。

二、 探討運輸業職場相關因素與嚼食檳榔與
否之相關性

本研究欲瞭解何種職場因素會促使從業

人員有嚼食檳榔的行為，將職場相關因素分

為：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工作心理及工作

身體危害因素四大部分進行探討，比較現有

嚼食者和戒除嚼食檳榔者職場相關因素之分

佈(表二)。在工作環境方面，運輸業現有嚼
食檳榔者中有81.1%從業人員認為「長程運
輸」會促使想嚼食檳榔(p＝0.009)，其次有
37.8%從業人員認為「與工作環境無關」，
其結果在「高溫作業環境」、「低溫作業環

境」、「噪音作業環境」、「長程運輸」、

「空氣污染」、「車程顛簸」及「與工作環

境無關」等因素中未有顯著差異。就工作性

質而言，運輸業中嚼食檳榔者認為「需要

提神」(78.0%) (p＝0.018)、「工作時數長」
(27.2%)、「耗費體力」(17.3%)和「執行工
作勤務中無法吸菸」(15.4%)會促使想嚼食
檳榔。工作心理因素方面，運輸業中嚼食檳

榔者認為「壓力大、緊張」(26.4%)與「工
作內容單調」(16.3%)因素有較高比例會促
使想嚼食檳榔，經與戒嚼食檳榔者比較，

「工作不受重視、尊重」會促使13.9%嚼食
檳榔者嚼食檳榔(p＝0.014)。工作危害因素
方面，運輸業人員認為會促使嚼食檳榔的

工作身體危害因素，佔有最高比例因素為

「長時間坐姿」(44.9%)，其次為「重複性
動作」(26.9%)，統計檢定達顯著差異(p＜
0.001, p＝0.005)。

三、 影響嚼食檳榔之因素

現有嚼食者和戒除嚼食檳榔者之「開

始」嚼食檳榔的原因分別為同事遞送

(30.4%, 19.2%)、朋友遞送(40.7%, 48.1%)、
家人遞送(2.2%, 0%)、自己想吃(38.0%, 
40.4%)。運輸業員工中有高達90.3%現有嚼
食檳榔者表示，工作場所中有同事也嚼食檳

榔，但是僅有41.9%嚼食檳榔者的家人嚼食
檳榔。自覺嚼食檳榔有健康上的危害佔嚼食

檳榔者83.9%，若週遭有人得口腔癌而影響
嚼食檳榔意願的佔72.0%，覺得接受同事或
朋友請吃檳榔能促進人際關係佔70.5%，想
過要戒掉嚼食檳榔佔75.0%，在無檳榔時會
以其他物品替代佔63.9%，覺得嚼檳榔會使
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佔90.4%。現有嚼食檳榔
者中有65.2%會因為工作場所規定而配合不
嚼食檳榔(資料未顯示於表格)。
本研究亦調查一盒檳榔(內含20粒)售價

高於多少時會影響購買意願。現有嚼食檳榔

者和已戒嚼檳榔者選擇一盒售價多少時即不

願意購買之比例，分別為100元以上(54.6%, 
65.7%)、150元以上(14.3%, 14.3%)、200元以
上(9.1%, 8.6%)、250元以上(3.9%, 2.9%)及300
元以上(18.2%, 8.6%) (資料未顯示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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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運輸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與職場相關因素之分布和比較

項目
嚼食檳榔者1

人數 (%)
戒嚼食檳榔者2

人數 (%)
卡方檢定

(p-values)
工作環境

高溫工作環境(是/否)  2 (  2.2) / 89  0 (  0.0) / 47 0.306
低溫工作環境(是/否)  10 (11.0) / 81  9 (19.1) / 38 0.187
噪音(是/否)  1 (  1.1) / 90  0 (  0.0) / 47 0.471
長程運輸(是/否)  60 (81.1) / 14  86 (76.1) / 27 0.009
空氣污染(是/否)  4 (  4.9) / 77  1 (  2.4) / 41 0.496
車程顛簸(是/否)  3 (  3.7) / 78  1 (  2.4) / 41 0.695
與環境無關(是/否)  34 (37.8) / 56  14 (29.8) / 33 0.352

工作性質

需要提神(是/否)  71 (78.0) / 20  27 (58.7) / 19 0.018
上班時需憋尿(是/否)  5 (  6.0) / 83  1 (  2.1) / 47 0.329
上大小夜班(是/否)  7 (  8.0) / 81  4 (  8.3) / 44 0.938
容易流汗(是/否)  3 (  3.4) / 85  3 (  6.3) / 45 0.441
需要解渴(是/否)  13 (14.8) / 75  5 (10.4) / 43 0.474
輪班工作(是/否)  6 (  6.8) / 82  5 (10.4) / 43 0.462
工作時數長(是/否)  22 (27.2) / 59  9 (20.9) / 34 0.446
工作繁忙(是/否)  13 (16.0) / 68  4 (  8.3) / 39 0.299
工作需耗費體力  14 (17.3) / 67  3 (  6.3) / 40 0.112
執行工作勤務中無法吸菸(是/否)  14 (15.4) / 74  5 (10.4) / 43 0.377
工作場所沒有規定(是/否)  6 (  6.8) / 82  4 (  8.3) / 44 0.746

工作心理因素

缺乏社會互動(是/否)  10 (12.5) / 70  2 (  5.1) / 37 0.210
壓力大、緊張(是/否)  23 (26.4) / 64  12 (26.7) / 33 0.977
缺乏家人朋友支持(是/否)  10 (12.5) / 70  2 (  5.0) / 38 0.197
工作內容單調(是/否)  13 (16.3) / 67  5 (12.5) / 35 0.588
工作沒保障(是/否)  5 (  6.3) / 75  0 (  0.0) / 40 0.106
碰到危險或不友善的乘客(是/否)  12 (15.0) / 68  3 (  7.5) / 37 0.242
收入不滿意(是/否)  6 (  7.4) / 74  1 (  2.5) / 39 0.271
工作不受重視(是/否)  11 (13.9) / 68  0 (  0.0) / 40 0.014

工作身體危害因素

長時間站立  4 (  5.2) / 73  3 (  7.7) / 36 0.594
長時間坐姿  35 (44.9) / 43  4 (10.3) / 35 ＜0.001
重複性動作  21 (26.9) / 57  2 (  5.1) / 37 0.005
彎腰  3 (  3.8) / 75  0 (  0.0) / 39 0.215
搬運重物  5 (  6.4) / 73  4 (10.3) / 35 0.462
扭轉身體  2 (  2.6) / 76  3 (  7.7) / 36 0.196
提舉上臂  1 (  1.3) / 77  0 (  0.0) / 39 0.478
推拉重物  4 (  5.1) / 74  2 (  5.1) / 37 1.000
全身振動  2 (  2.6) / 76  1 (  2.6) / 38 1.000
繫安全帶  4 (  5.1) / 74  1 (  2.6) / 38 0.518

1 嚼食檳榔者以現在有嚼食檳榔者為代表，不包括很少嚼食者與戒嚼食檳榔者。
2 戒嚼食檳榔者是指從前有嚼食但已戒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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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探討運輸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吸菸和
喝酒習慣之情形

運輸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吸菸和喝酒

習慣之情形，如表三。運輸業中嚼食檳榔者

單獨只有嚼食檳榔習慣者佔13.5%，嚼食檳
榔者中同時也有吸菸習慣者佔81.7%，嚼食
檳榔者中同時也有喝酒習慣者佔39.4%，而
同時有嚼食檳榔、吸菸和喝酒習慣之嚼食者

佔34.6%，故運輸業嚼食檳榔者以同時有嚼
食檳榔和吸菸習慣者居多。

五、 探討影響運輸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因素
之勝算比

以多變項邏輯式迴歸探討影響運輸業從

業人員現有嚼食檳榔習慣者和已戒除嚼食

檳榔者之嚼食檳榔因素之勝算比，經調整

教育程度、是否吸菸、喝酒習慣、需要提神

與否、長程運輸、長時間坐姿及重複性動

作等因素效應後，結果如表四所示。達統

計上顯著意義的因素包括有是否喝酒和長

時間坐姿。在喝酒習慣方面，有喝酒習慣

者，其嚼食檳榔風險高於從不喝酒者(OR＝
3.36, 95%CI＝1.01-11.18)。此外，嚼食者認
為長時間坐姿會促使其嚼食檳榔(OR＝5.31, 
95%CI＝1.67-24.15)。另外，教育程度、是
否吸菸、需要提神與否、長程運輸及重複性

動作等因素雖然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

不過，在教育程度方面，仍可看出高中及

以上者其嚼食檳榔風險低於國中以下者(OR
＝0.48, 95%CI＝0.16-1.41)。有吸菸習慣者
其嚼食檳榔風險高於從不吸菸者(OR＝2.57, 
95%CI＝0.77-8.53)。以工作因素而言，嚼
食者認為長程運輸、需要提神和重複性動

作會促使其嚼食檳榔(OR＝1.05, 95%CI＝

0.11-9.92; OR＝1.46, 95%CI＝0.41-5.17; OR
＝2.78, 95%CI＝0.50-15.47)。

討　　論

本研究為國內首次探討職場相關因素對

嚼食檳榔的影響。然而在探討影響嚼食檳榔

的相關因素時，所遇到的限制是無適當之參

考族群，只能與戒除嚼食檳榔者(曾有嚼食
習慣者)做比較，因為從不嚼食檳榔者並不
會回答是何因素導致想嚼食檳榔或持續嚼食

檳榔，但是嚼食檳榔者和戒除嚼食檳榔者在

回答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工作心理及工作

身體危害等因素是否會促使想嚼食檳榔的分

布很相似，所以在進行檢定時造成結果的低

估。

嚼食檳榔盛行率

在本研究中得知中部地區運輸業從業

人員吸菸、喝酒及嚼檳榔盛行率分別為

44.1%、24.0%及22.0%。2002年有研究指出
台灣地區平均檳榔嚼食率為8.5%，彰化縣、
雲林縣和南投縣之嚼食率分別9.1%、11.1%
和13.6% [10]，本研究中台灣中部地區運輸
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盛行率偏高。若與1997
年針對台北市公車司機[12]及2005年台北市
計程車司機[13]所做的研究結果相比，中部
地區運輸業從業人員吸菸和嚼食檳榔盛行

率均與台北市公車司機(吸菸51.1%和嚼檳榔
19.8%)和台北市計程車司機(吸菸50.4%和嚼
檳榔25.1%)相近。但若以運輸業中職業別進
行比較，本研究結果顯示中部地區運輸業

中職業別屬公共汽車運輸業之員工(23.2%)
和計程車司機(27.3%)，其檳榔嚼食率略高

表三　運輸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者之嚼食檳榔、吸菸和喝酒習慣之情形

變項 人數 %
現有嚼食檳榔習慣 104
只有嚼食檳榔習慣 14 13.5%
有嚼食檳榔和吸菸習慣 85 81.7%
有嚼食檳榔和喝酒習慣 41 39.4%
三種習慣皆有 36 34.6%



台灣衛誌 2007, Vol.26, No.5 439

運輸業嚼食檳榔之職場因素調查

於台北市公車司機(19.8%)和台北市計程車
司機(25.1%)嚼食率。飲酒盛行率方面，本
研究結果顯示中部地區運輸業員工其有現

有飲酒習慣者佔27.3%，則低於台北市公車
司機和台北市計程車司機飲酒率(59.8%和
58.7%)。

嚼食檳榔、吸菸和喝酒習慣之情形

檳榔、菸和酒之使用有高度的行為聚

集，1992年Ko等人[9]研究顯示，86%嚼食
檳榔者也有吸菸習慣，75%嚼食檳榔者有喝
酒習慣。2002年楊奕馨等人[8]針對台灣地
區各縣市所做的檳榔嚼食率調查中發現，

86.6%嚼食檳榔者也有吸菸習慣。2003年
Wang等人[17]針對職業學校學生所做的調查
顯示，94%嚼食檳榔者也有吸菸習慣，35%
嚼食檳榔者有喝酒習慣。在本研究也觀察到

此現象，運輸業中嚼食檳榔者單獨只有嚼食

檳榔習慣佔13.5%，嚼食檳榔者中同時也有
吸菸習慣者佔81.7%，嚼食檳榔者中同時也
有喝酒習慣者佔39.4%，而嚼食檳榔者中同
時有吸菸和喝酒習慣者佔34.6% (表三)。其
中發現運輸業員工以同時有檳榔及吸菸習慣

者居多，此種情形可能與其工作性質有關，

運輸業可能因須駕駛車輛所以較少使用酒

類。此外，單獨使用檳榔的比例很低，大多

是檳榔與菸共同使用，或許大多數人是先有

吸菸習慣或喝酒習慣後才有嚼食檳榔習慣，

了解習慣養成的先後順序或許可以提供檳榔

防治的方向，由吸菸和喝酒等高危險群開

始，防治檳榔可與禁菸活動並行。

檳榔售價與嚼食行為

本研究中54.6%嚼食檳榔者認為，一盒
檳榔(內含20粒)售價高於100元以上會影響
購買意願。目前市售盒裝檳榔售價多為50
元或100元，依檳榔生產淡旺季節和品質好
壞，每盒裝檳榔數目不同。建議調高徵收檳

榔栽種土地之地價稅和課徵檳榔攤營業稅，

增加單粒檳榔售價而轉嫁至消費者，藉由調

高檳榔售價來抑制購買意願。

影響嚼食檳榔之因素

2004年Lin等人[18]針對軍人進行調查，
發現開始嚼食檳榔是在學校唸書期間者佔

68.8%或工作以後者佔31.2%；有52.4%當兵

表四　多變項邏輯式迴歸分析探討影響嚼食檳榔因素之勝算比

變項 OR1 95% CI2 for OR 變項 OR1 95% CI2 for OR
教育程度 長時間坐姿

國中以下 1 否 1
高中及以上 0.48 (0.16, 1.41) 是 5.31 (1.67, 24.15)

吸菸習慣 重複性動作

無 1 否 1
有 2.57 (0.77, 8.53) 是 2.78 (0.50, 15.47)

喝酒習慣 長程運輸

無 1 否 1
有 3.36 (1.01, 11.18) 是 1.05 (0.11, 9.92)

需要提神 長時間坐姿

否 1 否 1
是 1.46 (0.41, 5.17) 是 5.31 (1.67, 24.15)

長程運輸 重複性動作

否 1 否 1
是 1.05 (0.11, 9.92) 是 2.78 (0.50, 15.47)

1 現在有嚼食檳榔者與戒嚼食檳榔者比較
2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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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前就有嚼食檳榔習慣者在當兵時仍持續

嚼食檳榔，當兵入伍後才開始嚼食檳榔者佔

2.4%；會繼續嚼食檳榔的原因，週遭環境
(28.1%)、養成習慣(25.3%)或紓解工作壓力
(21.2%)。本研究中，探討運輸業員工開始
嚼食檳榔的原因，其中40.7%現有嚼食者表
示為朋友遞送，且有90.3%現有嚼食檳榔者
表示工作場所中同事也有嚼食檳榔的習慣，

41.9%現有嚼食者有家人也嚼食檳榔，而且
70.5%現有嚼食者覺得接受同事或朋友邀請
吃檳榔能促進人際關係，若週遭有人得口

腔癌而影響嚼食檳榔意願者佔72.0%。由以
上可知嚼食檳榔者受週遭朋友同事的影響甚

鉅，嚼食檳榔者常會互遞檳榔交流，盛情難

卻，因此建議戒除嚼食檳榔之宣導文宣品，

採同儕團體之同理心柔情勸導。此外，由於

運輸業從業人員之工作場所多為非定點的外

場工作地點，加上其常有聽廣播之習慣，建

議可以廣播之方式進行戒嚼檳榔之宣傳。

探討影響運輸業從業人員嚼食檳榔之危

險因素中發現，教育程度低、有吸菸喝酒習

慣、需要提神、長程運輸和工作時重複性動

作者其嚼食檳榔風險較高。雖然吸菸者在控

制其它因素後未見有促使嚼食檳榔之情形，

其結果未達顯著意義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戒嚼

檳榔者在檳榔後仍保有吸菸習慣，以致於結

果低估之故。由於運輸從業人員工作性質多

為長程運輸者，在控制長程運輸此因素後，

仍可發現長時間坐姿會促使有嚼食檳榔習

慣者嚼食檳榔。本研究調查中亦發現每週工

作時數40小時以上(平均一天工作時數8小時以
上)者佔85.9%，與2005年調查台北市計程車司
機研究中82.0%情形相符[13]，顯示運輸業員工
超時工作情形相當普遍。本研究結果顯示，

70.8%現有嚼食檳榔者每週工作時數超過40小
時，相較於無嚼食檳榔者之53.7%高，工作時
數長可能為促使嚼食檳榔行為因素之一。

本研究中亦發現83.9%現有嚼食者表示
嚼食檳榔對身體有危害，可見近年來衛生教

育與宣導頗具成效，促使大多數受訪者警覺

到嚼食檳榔對健康之危害，而且嚼食檳榔者

戒食檳榔之意願高，有75.0%現有嚼食者表
示曾有想過要戒掉嚼食檳榔之習慣。此外，

65.2%現有嚼食檳榔者表示會因為工作場所
規定而配合不嚼食檳榔。因此，建議可以從

職場規定禁止工作時嚼食檳榔和改善排班情

形和調整工作內容著手，以降低嚼食者嚼食

檳榔數目，進而降低嚼食檳榔盛行率。

本研究為首次針對台灣中部地區運輸從

業人員檳榔嚼食率，以及探討職場環境影響

嚼食行為之相關因素。相較於台灣地區居

民，本研究結果發現中部地區運輸業從業人

員檳榔嚼食率偏高(22.0%)，仍有許多改善
空間亟待努力。運輸業從業人員中教育程度

低、有吸菸喝酒習慣、需要提神、長程運輸

和工作時重複性動作者，其嚼食檳榔風險較

高。研究中發現，多數受訪者表示嚼食檳榔

對身體有危害，而且曾想過要戒除檳榔，可

見近年來衛生教育與宣導頗具成效，促使大

多數受訪者警覺到嚼食檳榔對健康之危害。

多數嚼食檳榔者亦有吸菸習慣，建議針對高

度聚集行為，戒除嚼食檳榔之宣導活動可與

戒菸活動並行。另外，超過半數的嚼食者表

示會配合職場規定不吃檳榔。期望藉由本研

究中探討職場相關因素對嚼食行為之影響的

研究結果，建議衛生單位戒除嚼食檳榔之宣

導活動可與戒菸活動並行，採同儕團體之同

理心柔情勸導，建議職場規定禁止工作時嚼

食檳榔和改善排班情形和調整工作內容著

手，以降低嚼食者嚼食檳榔數目，進而降低

嚼食檳榔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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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place relevant factors of betel quid chewing among 
transportation workers in Central Taiwan

Chun-Yu Chuang
*, Chuan-hsin Chang, Chen-Chen Chang

Objectives: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workplace relevant factors among transportation workers in central Taiwan. Methods: A cross-
sectional survey was taken of residences in Changhua, Yunlin and Nantou, which have a higher 
prevalence of betel quid chewing in Taiwan. Six hundred ninety-eight transportation workers, 
recruited by a random stratified sampling, completed the interview (71.0%).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transportation workers’ chewing was 22.0%, and 81.7% of betel quid chewers 
were also cigarette smokers. A survey of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workplace revealed that the 
chewing transportation workers sustain betel quid use because of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81.1%), stimulation to counteract boredom (78.0%), long working hours (27.2%), demands of 
physical strength (17.3%), stress and tension (26.4%), and unchanging routine work (16.3%). 
The chewing transportation workers mentioned that prolonged sitting (44.9%) and repetitive 
action (26.9%) made them continue to chew betel quid. In logistic regression, betel quid chewers 
with a drinking habit and prolonged sitting had a higher risk to chew betel quid (OR=3.36, 
95%CI=1.01-11.18; OR=5.31, 95%CI=1.67-24.15). Conclusions: Most of the betel quid chewing 
transportation workers were also cigarette smokers. Around half of the chewers can obey the 
workplace prohibition to abstain from chewing betel quid. Regarding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abstention of both betel quid chewing and cigarette smoking. For the 
workplace,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hibit betel quid chewing at the workplaces, and regulate the 
working time and working matters to reduce chewers to use betel quid.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07;26(5):43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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