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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有 1名潜伏时差和波幅差绝对值分别为 7 8s m和 (二 C )SZ 作业工人组与健康成人组 P,的比较
:

31

,
.

92 “ V
,

超过正常参考值外
,

其侧工人的 4 项指标均 名有头昏
、

头痛
、

失眠
、

多梦
、

乏力
、

记忆减退或易

在正常范围
。

由于 P 3异常的人数极少
,

且较明显的潜 滚动等症状的工人组和 9 名无症状的工人组与健康人

伏时差绝对值异常者并无主诉症状
,

故 P 3 能否用作 组P 3的比较分别见表2和表 3
。

为临床诊断指标
,

尚需进一步随访观察
。

从 以上两表可见P 3的 4 项指标中
,

仅有症状工人

衰 3 无症状的C S Z工人与健康人 P 3
的比较

潜伏时 ( m s ) 波 幅 (拼V )

二 次

记录

C zS 工人的均值

实测与预侧值差 .

差值绝对 值 均 值 差俏绝对值

C SZ 工人 健康人 C S Z工人 健康人 C S : 工人 健康人

n 9 9 6 4 9 6 4 9 6 4

X 0
.

6 1 1 8
.

8 9 16
.

5 2 1 2
.

7 0 1 3
.

22 3
.

9 6 3
.

2 7

5 1 6
.

2 0 2 4
.

0 0 1 6
.

2 7 3
.

5 9 3
.

8 2 2
.

46 2
.

5 2

t 0
.

1 1 0
.

3 8 0
.

3 8 0
.

4 7

P > 。
.

9。 > 。
.

7 > 0
.

7 > 。
.

6

. 同表 2

组的潜伏时显著长于健康人组 ; 余 3 项指标和无症状 所需的时间较健康人组为长
,

可能为大脑皮质功能受

工人组的 4 项指标均与健康人组无显著性差异
。

影响所致
。

提示 P , 作为对研究长期从事 C S , 作业的

潜伏时为从刺激开始至 P , 出现的时间
,

是受检 工人的脑功能变化的群体检查指标
,

有一定意义 , 是

者识别和评价刺激所需的时间
。

有报道嗜酒者组的 P 。 否能作为亚临床中毒的检查指标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成份可明显减少
、

潜伏时明显延长
。

潜 伏时延长可与 《参考文献略 )

N , 0 麻醉剂量相关
。

但 有报道 P 3的潜伏时与波幅
,

在 (承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乌正费副 主任医师指

有机溶剂 (石油烃和氛化醋烃类 ) 慢性接触组
、

嗜酒组 导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刘恺 同志协助
,

特此致谢
.

》

和对照组间无差异
。

本文中有症状的工人组评价刺激

应用灰色系统G M ( 1
,

1) 模型预测尘肺病发病率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10 02 4) 张群朝

灰色系统 G M ( 1 , 1) 模型是根据过去和现实的信

息建模
,

推断将来的情况
,

从而提出事物发生发展的

变化规律
。

以往传统的预测模型大多建立在数理统计

基础 上
,

一则需样本含量要足够大 , 二则要有典型的

概率分布
,
这些条件在劳动卫生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

满足
。

该模型可不受上述条件的约束
,

因而具有适用

性强
、

计算简便和预测效果好等优点
。

一
、

灰色系统 G M 门
,

1) 摸型及计算方法

(一 ) 累加数据生成
:

将无规律的原始 数 据 按

( 1 ) 式累加生成数据
,

使其随机性弱化和规律性强

化
,

(二 ) 均值生成
:

将累加生成数据Y ( t) 按 ( 2 )

式作均值生成
。

Z ( t ) =

(三 )

首先
,

d y ( t )

d ( t )

奋
〔Y “ , + Y “ 一 , ,〕 ( 2 )

建立灰色系统 G M ( 1
,

l) 模型
:

建立 Y (幻的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 a y ( t ) = 拼 ( 3 )

方程 ( 3 ) 即为灰色系统G M ( l
,
1 ) 模型

。

其中a

和 拼为待定系数
。

从方程 ( 3 ) 中解出 a 与 “ ,

以满

足方程 ( 4 )
。

Y ( t )

Y “ ) =

芝 X “ )

j = l

式中
: Y (幻 为累加生成数据

盆为时间 ( 1
,
2

,

3
,

… …
,

N )

X (t )为原始数据

=

少“ , 一

习
。

一 “
“

一 ` , +

省 ( ; )

( 1 ) 然后
,

据最小二乘法原理估计参数向量
,

并由矩

阵运算得其表达式为
:

付

a =

{
`N 一 ` ,

〔
一

叉 X “ , z ( , )〕
+

, 二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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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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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

〔艺
( Z` )

叉
X“ ,

〕}D/ ( 5 )

。 =

{〔芝
z (̀ )

〕〔
一

万
X “ , z “ ,

〕

+

(芝
Z : (̀ )

〕〔芝 X “ ,

〕}`D ( 6 )

Z ( t )

付宁乙侣沪lesJ
一其中 D = `N 一 , ’

〔毛
2 2 ’ “ ,

( 7 )

最后
,

将 a 与 “ 代入方程 ( 4 )
,

得累加数据的

估计值 Y (t )
。

奋( ` )
= Y ( : + 1 ) =

队 ( 1 ) 一

刃
e 一 “ “ 一 ” 十卫

、 a 尸 a

( 8 )

(四 ) 累减生成
:

将灰色系统G M ( 1
,

1) 棋型累

加生成数据
,

必须经逆生成即累减牛产还原后方可使
用

。

按 ( 9 ) 式求出t时间的估计值 X ( t )
。

戈( t ) =

宁(。) 一 Y ( t 一 1 ) ( s )

式中 云= 2
,

3
,
4

, ·

一
,

N

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用灰色系统 G M ( 1
,

1) 模型作

外推预测时
,

应将 ( 9 ) 式改为 ( 1 0 ) 式进行计算
。

戈( t ) =

奋( t ) 一争(云一 : ) ( z 。 )

(五 ) 灰色系统 G M ( 1
,

1) 模型的外推预侧
:

利

用 ( 4 ) 和 ( 10 ) 式进行模型外推预测分析
。

二
、

应用灰色系统 G M ( 1
,

1) 摸型顶洲尘肺病发

病率

本文以 《劳动卫生职业病年报表》 的接尘工人数

和尘肺病发病人数为依据
,

搜集了沈阳市 19 8 4~ 19 8 9

年尘肺病发病率资料 (不含乡镇和街
、

校办企业 )作为

原始数据 (表 1)
。

并据该数据建立 G M (1
,

,l) 模型
,

再用此模型预测 1 9 9 0一 1 9 9 4年沈阳市尘肺病发病率
。

表 1 沈阳市 1 98 4~ 1 9 8 9年尘肺病发病率 (编 )

1 9 8 4

( 1 )

1 9 8 5

( 2 )

1 9 8 6

( 3 )

1 9 8 7

( 4 )

1 9 8 8

( 5 )

1 9 8 9

( 6 )

发病率X ( t) 0
.

9 7

首先
,

据 ( 1 ) 和 ( 2 ) 式计算有关累加生成数

据和均值生成数据 (表 2 )
。

其次
,

利用表 2 有关数据求a 、

拼和D
,

并将之代入

( 4 ) 式便得出尘肺病发病率的预测模型
。

衰 2 G M ( 1
,
1 )模型的 X ( t )

、

Y (幻
、

Z ( t )
、

Z , ( t )和 X ( t ) Z ( t ) 数据表
.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曰 . . ~

已

, 2 3 4 5 6

艺
才二 2

X ( t )

Y ( t )

Z ( t )

2 2 ( t )

X ( t ) Z ( t )

0
.

5 5

1
.

5 9

1
.

3 15

l 。 7 2 92 2 5

0
。

7 2 3 2 5 0

1
.

4 3

3
.

0 2

2
.

3 0 5

5
。 3 13 0 2 5

3
.

2 9 6 15 0

0
.

97

3
.

9 9

3
。
5 0 5

12
。

2 8 5奋2 5

3
。
3 9 9 8 5 0

1
.

5 4

5
.

5 3

4。 7 6 0

2 2
。
6 5 7 6 0 0

7
。
3 3 0 4 0 0

0
.

8 5

6
.

3 8

5
.

95 5

35
。
46 2 0 2 5

5
。
0 6 1 7 5 0

5
.

3 4

1 7
.

84 0

7 7
。
4 4 6 9 0 0

1 9
_

8 1 14 0 0

D = ( 6一 ) x 77
.

4 4 690 0 一 1 7
.

8 4 0 , = 6 8
。

96 89 00

C = 〔 ( 6 一 1 ) ( 一 1 9
。
8 1 140 0 ) + ( 1 7

。

84 0 x

5
.

3 4 )〕 / 6 8
.

9 6 8 9 00

= 一 0
。
0 5 4 9 7 3

“ = 〔 17
。
8 4 0 ( 一 1 9

。
8 114 0 0 ) + 7 7

。

4 469 00 x 5
。

84〕

/ 6 5
.

9 6 5 9 0 0

= 0
。

8 7 185 8

匕 = 0
.

5 7 15 5 5 / 一 0
.

05 4 97 3 = 一 1 5
。
5 5 9 74 9

a

一 15
。

85 9 74 9

= 16
.

8 99 7 49 e o ’ o , 4 9 , 3 ` t一 ) 一 15
。

85 97 49

( 1 1 )

卜.甲

周此
,

尘肺病发病率的灰色系统 G M (1
,

1)
:

’

预侧棋型

为
。

么t ) 二 ( 1
.

。 ; , ; 5
.

。 50 7选, ) e…
, ; , , s `卜 : 》

再者
,

根据所得尘肺病发病率的预测模型 ( 11) 式
,

求出相应累加估计值 Y (幻
,

再用 ( 9 ) 式估计原始数

据的理论值 X (t ) (表 3 )
。

由此可见
,

除 1 9 8 5年理论

值X (幻与实浏值X (t ) 之绝对误差较大外
,

其余年份

均较小
,

因此
,

原始致据拟合是比较好的
。

最后
,

据 ( 1 0 ) 和 ( 1 1 ) 式对沈阳市 199 0~ 199 4

年尘肺病发病率进行棋型外推预测
。

将 1 99 0年即 亡= 7 代入 ( 11 ) 式得
.

认 7 ) = 10
.

5。。7 4。e , · , , . , , , .
卜 ` , 一 l ,

.

。的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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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64 3 4 55

依次类推得么。 )一爹 (1 1 )
.

再将奋 (t )
蔽 ( f一 1 )代

入 (1 0 )式得 X ( t )
,

如
:

衰 3

X ( 9 ) = Y ( 9 ) 一 Y ( 9 一 1 ) = 10
.

3 7 一 8
。
9 7 = 1

.

4 0

依此类推得 1 9 9 0~ 1 99 4年沈阳市尘肺病发 病 率 预 测

值 X (云) (表 4 )
。

理论值 X (t )和实浦值X (t ) 的比较

1 9 8 4

( 1 )

1 98 5

( 2 )

1 9 8 6

( 3 )

1 9 8 7

( 4 )

1 9 8 8

( 5 )

1呢8 9

t 6 )

,曰,占J马,d已口
2
1ó口口U

Y ( t )

Y ( t )
产、

X (t )

X (t )

IX (七) 一 X ( t ) 】

4
。

07

3
。

9 9

1
。
0 5

0
。

9 7

0
。

0 8

5
。

2 0

1
。

1
。

0
.

6
。

3 9

6
。

3 8

O
。

8 6

0
。

8 5

0
。

0 1

00024143能.3.3.1.0.1005996弱41.2.0.1.0.0

裹 4 沈阳市 1 9 90一 1 9 9 4年尘肺病发病率预测值X (幻 (编 )

{黔
1 9 -91
( 8 少 矛;瞥 认跳 获甲

Y ( t )

Z
、

X ( t )

7
.

6 4

1
。

S Q

凡 9 7

1
。

3 3

10
。

37 1 1 8 6 1 3
。

4 2

1
。

4 9

结果表明
,

沈阳市 199 0~ 199 4年尘肺病发病率预

测值分别为 1
.

80沁
、

1
.

3 3编
、

1
.

4 0编
、
1

.

4 9编和 1
.

5 6编
。

三
、

结语

本文将灰色预测法引入劳动卫生与职 业 病 防治

中
,

为职业病和职业性多发病的疾病预测提供了一种

较好方法
。

外推预测结果表明
,

沈阳市 19 90~ 1 994年

尘肺病发病率预测值分别为 1
.

80 沁
、

1
.

33 沁
、

1
.

40 沁
、

1
.

49 编和 1
.

56 阶
,

提示沈阳市近几年尘肺病发病率可

能有所上升
。

某些研究结果提示
,

该模型主 要适用于慢性疾病

及肿瘤
。

在其他方面的实际应用效果表明
,

G M ( 1
,

1)

模型在拟合效果较好的同时
,

一般相应的外推预溅效

果也良好
。

但本文 G M ( 1
,

1) 模型的预测效果特别是

1 98 5年不够令人满意
,

考虑可能由于 198 5年尘肺病新

发病例诊断不及时和漏诊
,

致使本年度新发病例推到

下年度诊断
,

从而使之与尘肺病在本地 区的发生发展

变化规律不 一致造成
。

烟草粉尘对工人呼吸道的影响

南宁市防疫站 ( 5 3 0 0 1 1 ) 邓 国义 陈天 信 张钊平 蔡志球

为探讨烟草粉尘对呼吸 功能的危害
,

我们对某烟

厂从事卷烟作业工人的常规肺通气功能进行了调查
,

结果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象

1
.

接尘组
:
以该厂 接触烟草尘的4 58 名工人为

调查对象 (男性 262 人
,

女性 196 人 ) ,

工龄。 .

5一 17 年
,

平均 8
.

5年
。

其 中吸烟者 n 4人
,

平均工龄 7
.

2年
,

非

吸烟者平均工龄 6
.

5年
。

2
.

对照组
:

选择该厂非接尘作业
、

无其它接尘

作业史及心肺疾患的 116 名工人为对照组 (男性72 人
,

女性4 4人 )
。

工龄 1 ~ 22 年
,

平均 9
.

3年
。

两组基本情况经显著性检验
,

年龄
、

身高
、

体重

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5 )
。

接尘吸烟组平均

烟消耗量 (支数 / 日
x 吸烟年数 )为 2 34

.

5支 / 日
·

年
,

对

照组平均为 21 3
.

2支 / 日
·

年
,

其差异无 显 著 性 ( P >

O
。

05 )
。

二
、

检查方法
:

1
.

呼吸系统症状询问
:

参照粉尘作业工人调查

表
,

详细询问工人职业史
、

吸烟史以及有关呼吸系统

症状
。

吸烟者的划分标准为目前吸烟 1 支 / 日以 上 并

达半年以上者
。

2
.

呼吸道体征检查
:
重点检查鼻咽喉部疾患 J

阳性体征诊断依据参照临床有关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