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70

析
:
由表 5可见

,

接触化学性因素职工肿瘤死亡非常显

著地高于全县居民 ( S M R = 3 84
.

6 3
,

P < 0
.

01 )
,

从各

年龄组来看
,

主要差别是在 3 0~ 39岁
、

4 0~ 4 9岁
、

5 0

~ 59 岁三个年龄组
。

裹 5 某厂接触化学性因素职工肿瘤S M R分析

年 龄组 实际死 亡数 预期死亡数 S M R

< 3 0 4 1
。
2 1

30 ~ 6 0
。

9 8 6 2 5
。
0 0二

4 0 ~ 9 1
。
9 2 4 6 8

。
7 5二

` 0 ~ 5 1
.

6 0 3 1 2
.

50 .

6 0~ 2 1
。
0 7

合计 2 6 6
.

7 6 3 8 4
.

62二

. P < 0
。

0 5 二 P < O
。
0 1

讨 论

我们本次调查发现驻本县某厂职工死因中
,

职工

肿瘤死亡率 (9 6
.

7 5 / 1。万 ) 显著高于全县居民肿瘤死

亡率 (3 9
.

01 / 10 万 )
,

这一结果与上海余在友等调查

报道一致
。

1
.

主要死因性别构成
:

男职工总死亡率 ( 2“
.

65

l/ O万 ) 高于女职工总死亡率 ( 17 8
。

65 / 10万 )
。

这可能

与男性工种复杂
,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及嗜好烟酒等不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2年第 5 卷第 3 期

良生活习惯有关
。

2
。

不同死因别 SM R 分析
:
企业职工全死因低

于全县居民全死因 (s M R =
40

.

5 8 )
。

由于两者年龄构

成不同
,

企业职工多为身强力壮的成年人
,

而全县居

民中
,

死亡率较高的儿 童和老年人 占了一定的比例
,

这是
“

健康工人效应
” 。

3
.

恶性肿瘤 S M R
:
企业男性

、

男女合计肿瘤

死亡率非常显著地高于全县居民男性
、

男女合计肿瘤

死亡率
,

这是因为男职工多数从事有害工种
,

吸收了

一定剂量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
,

其中许多物质已确认

为致癌物
。

女性肿瘤死亡率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

因为

本县为全国宫颈癌高发区
,

女性居民总体恶性肿瘤死

亡率高于全国水平
。

4
.

接触生产性有害因素职工肿瘤 S M R 毋析发

现
,

接触化学性有害因素职工肿瘤死亡率非常显著地

高于全县居民 ( S M R = 3 5 4
.

6 2
,

P < 0
.

0 1 )
。

经调 查该

厂生产环境中存在着铬酸
、

三氧化铬
、

氧化锅
、

苯
、

铸造粉尘等多种化学物
,

这些物质长期大量作用于机

体
,

可引起职业性肿瘤
,

化学性因素己成为职业性主

要致庙因素
。

肿瘤部位分析
,

发现肺痛
、

肝痛死亡有

统计学的非常显著性意义
,

表明上述某些化学物容肠

造成肺脏
、

肝脏的慢性损害
。

噪声作业工人纯音测听结果分析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 24) 马增 文 邵文 管威 张春生

纯音侧听是目前国内外判定噪声对听觉危害的重 Z O 73 A 型声阻抗检查
。

经临床与听力检查综合判定
,

要依据之一
。

现将我们按 G B 7 5 8 3
一 8 7标准对 7 254名噪 供统计例数为了2 5 4名

。

声作业工人纯音气导听闭检查结果报告如下
。

结 果 分 析

对象与方法 一
、

在 5 80 个噪 声点中 85 ~ 9d0 B (A )为 1 44 个
,

噪声组是 以机电
、

军工
、

纺织
、

农机
、

轻工及建 占 2 4
.

8%
,

90 ~ n o d B (A )为 4 05 个
,

占6 9
.

8 %
,

超

工建材为主的 g个行业 4 2家工厂超过 s s d B (A )的 5 5 0 过 1 1s d B (A ) s 个
,

占1
.

4%
。

个噪声点的工人为体检对象
。

对照 组选择年龄
、

工龄 二
、

一般健康检查
:
耳鸣阳性率噪声组为 2 9

.

3%
,

与噪声组大体相仿的 48 8名非噪声作业的工人
、

职员 对照组为 3
.

7%
:

两组差异 显著 ( P < 0
.

01 )
。

神衰征候

(环境噪声 < 70 d B A )
。

群阳性率偏高于对照组
,

耳鸣及神衰征候群阳性率嗓

噪声测定用经校对的N D Z型声级计
,

按 《工业企 声 组随工龄增加呈上升趋势
,

高血压略高于对照组
,

业噪声检测规范. 进行
。

但均无显著差异
。

心电图统计窦性心率过速或过缓及

体检工人在脱离噪声岗位 12 小时后
,

详细询间职 其它指标
,

两组间未见差异 ( P > 0
.

0 5 ) 。

业史
、

既往病史
、

家族史及自觉症状
,

在内科
、

耳鼻喉 三
、

纯 音测听

科检查后进行听力侧定
。

纯音测听是在环境噪声 < 30 噪声组 7 2 5 4名年龄
、

工龄分布
:

年龄分布小于 30

d B (A )隔声室内
,

用校准的 M
e d s en O B s Z e 型听力 岁 4 2 9 2名 ( 5 9

。
2% )

,

3 0一 4 0岁 1 8 55名 ( 2 5
.

6 % )
,
4 0

计检查
。

当语频听阔 (指 0
.

5
、

l
、
Zk H z 听阅均值 ) 大 ~ 60岁 1 1 07名 ( 2 5

.

5 % )
。

工龄分布小于 5年 5 2 2 7名

于 Zs dB 时
,

进行骨导测定
,

并用校准的 M ed
s e n (魂4

.

5% )
,

`~ 15年2 5 3 7名 ( 3 9
.

1% )
,
1 5~ 2 5年 6 5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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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0% )
,

大于 2 5年 55 7名 ( 7
.

4% )
。

1
.

单耳纯音测听分析

以右耳听力曲线图为例 (图 1 )
,

噪声组各频率

听两均值都高于对照组
,

且工龄愈长听闽愈高
。

4。。0

~ 60 0 0H z为各工龄组听闭最高值
,

表现为噪声对听觉

危害的切迹特征
。

对 1 4 50 8只耳以语频听担阳性率统计 (表 D
,

当

语频听损大于 25 d B时
,

按工龄分析可见
,

5年工龄

听捉阳性率为 6
.

9 %
,

5~ 15 年 9
.

2%
,

15 ~ 25 年 19
.

1%
,

2 5~ 3 5年3 4
.

7%
,

> 3 5年达 4 5
.

3%
。

大于 2 5 d B 为

。
是一

对照 口

一
. 5年 . -

一
25年 `

一
. 巧年

二燕慈
.

砰
. -

鱼一
. 、 、

: 丁
~ 一

” 、
, 、 O 、

、

` 口口口 , `

口一 ` 口

匕落

.

~
. 夕户 .

` 、 月
/
龙

` o 、 、 o , 一 o

\ ` _ `

J

10203040506070

1 25 2 5 0

图 1

\ 、 `

\
.

. . .目卜口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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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龄纯音测听听力曲线图 (右耳》

衰 1 语频听损 阳性率 ( d B )

` 2 5 2 5~ 4 0 4 1 ~ 5 5 5 6 ~ 7 0 > 7 0 > 2 5

工龄 耳数
(只 )

耳致 % 耳数 耳 数 % 数耳 % 耳数 % 耳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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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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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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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

2

1 9
.

1

3 4
.

7

4 8 3

计 1 4 5 08 1 2 8 9 9 8 8
.

9 1 1 7 6 8 2
.

7 6 10 7 0
.

7 5 0 0
.

3 1 60 9 1 1

1 60 9只耳
,

占1 1
.

1% ; 其中 2 5~ 4 o d B 为 117 6只耳

( 8
.

1% )
,

4 1dB 以上 4 33只耳 ( 2
.

9% )
。

单耳听损 > 25 d B 和 > 41 d B 阳性率与 工龄关系

(图 2 )
,

当听损 > 25 d B
,

明显可见
,

以 15 年工龄

始
,

随工龄增加其听损阳性率呈直线上升
,

工龄愈长

听力下降阳性率愈高
。

而当听损 > 4l d B
,

25 年工龄

开始其阳性率有较明显上升趋势
。

(%、

5 0

40

.

>/
’ 5 ` B

/
3.年d1 .

林>
,

沪
产

蕊/
。 .
尸声尹

.

1 ` ~ 尸 蕊

“
`

一 5 一 1马 ~ 2 5 ~ 3 5 > 3 5

二 语频听损阳性率与工龄关系

两耳听损分别统计结果列表 2
。

各分级左
、

右耳之

间阳性率差异均不显著
, P > 。 .

05
。

语频听损> 25 d B 的

右耳为 83 3只
,

占11
。

5%
,

左耳为 7 75只占 10
.

7
,

P >

O
。

05
。

表明受检人群两耳之间听力损失是对称的
。

2
.

双耳听力损失统计
。

两耳语 频 听 损值不同

时
,

采用以 5倍好耳均值加差耳均值除以 6计算
。

其结果

为 2 5~ 4 0d B 4 9 4人 ( 6
.

5% )
,
峨1~ 5 5 d B 7 6人 ( 2

.

2% )
,

> 5 6d B为 46 人 (0
.

6% )
。

7 2 54名受检人群
,

两耳语

颐听损 > 25 d B以上为6 16 名 (8
。
5% )

,

其中 > 41 d B

者为 1 2 2人 ( 1
.

7% )
。

小 结

噪声对听器危害报道甚多
。

纯音测听是诊断噪声

聋的主要依据之一
,

通过群体纯音测听分析可以评价

工业噪声对人体危害程度
,

为预防和治理噪声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
。

本文统计了接触工业噪声 85 d B ( A ) 以上工人

7 2 5 4名和 44 8名对照人员纯音测听结果
。

噪声强卫如 5

~ 90d B (A ) 占2 4
.

5 %
,

9 0~ i l o d B ( A ) 占6 9
.

5%
。

受

检人群小于 30 岁为42 92 名 ( 5 9
.

2% )
,

工龄不足 5年为

3 2 27 名 (4 4
.

5% )
,

年龄小
、

工龄短比例较大
。

纯音测听噪声组各频率听闭均高于对照组
,

且于

4 O0 oH z 或 6 0 0 0H z处形成谷底
,

工龄愈长听闷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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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右耳语频听损比较

耳 数
(只 )

夏 2 5

耳数

2 5~ 4 0 4! ~ 5 5 > 5 6

耳数 耳数 耳数

> 2 5 (d B )

耳 教 %

右耳

左耳

7 2 5 4

一

—
一 一

一一
目. 目~ . 目. . . . . . . 目. 润̀ ~ `卜 ~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R 1 o R ` 1 久0 1 Q 7 斤 1 0 8 3 3 1 1
_

56 1 9

7 2 5 4

6 4 2 1 8 8

6 4 7 9 8 9 5 5 7 7 77 5 1 0

与国内外学者报道相符
。

语频听损单耳在 145 08
一

只耳中> 25 迁B有 160 9 只

耳
,

其阳性率为 1 1
.

1%
。

双耳语频听损在 7 2 5 4名中>

肠 dB 为 6 16 名
,

阳性率 8
.

5 %
。

工龄愈长阳性率愈高
。

从单耳听损> 25 d B 阳性率与工龄关系统计表明
,

15 年以上工龄听损阳性率
,

随工龄增加呈直线上升的

规律
。

本文调查不足 5 年工龄占4 4
.

5 %
,

预估 10 年后

将是噪声聋发病率的高峰期
,

应引起对噪声危害的重

视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

轻工业中三个行业女工某些工种能量消耗

的调查及劳动强度分级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3 30 0 06) 晋涛 王 肇澳 孟捐非

调查轻工业女工在体力劳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
,

是判定女工劳动强度
,

对妇女体力劳动进行生理学及

工效学评价
,

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劳动休息制度
,

在劳动保护
、

体力负荷及作业性质上与男工有所区别

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
。

为此
,

我们在南昌市和景德镇

市对轻工业中的印刷
、

橡胶及陶瓷行业中女王所从事

的 62个工种
,

进行了能量消耗测定并对其劳动强度进

行了分级和评价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对象和方法

1
.

对象
:
印刷工业 43 个工种 (因工种较多

,

不

一一列出
,

其中制版部分 8个工 种
、

印刷部分 16 个工

种
、

装订部分 19 个工种 )
、

橡胶工业 10 个工种 (其中

轮胎制造为
:
大胎贴合主手

、

付手
,

小胎贴合主手
、

付手
,
9

.

0 0 一 2 0型内胎硫化
,

3
.

7 5一 1 9型内胎硫化
。

胶鞋

制造为
:

解放鞋套鞋帮
、

解放鞋包包头
,

半筒雨靴套

鞋帮
、

胶鞋缝帮 )
、

陶瓷工业 9个工种 ( 磨 坯
、

沾

釉
、

去釉
、

荡釉
、

选瓷
、

磨瓷
、

贴花
、

镶金
、

倒模 )
,

共 6 2个工种的在岗位操作工人为调查对象
。

共为 182

名女工测定了劳动工时
,

为 376 名女工测定了能量消

耗
,

她们的年龄范围在 18 ~ 54 岁
,

平均 3 7
.

5岁
,

平均

工龄 1 6
。
3年

。

2
.

方法
:

按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 》 (G B

3 8 6 9一 8 3) 要求和方法进行调查
,

计算工作 日平均劳

动时间率
,

平均能量代谢率
、

劳动强度指数和劳动强

度级别四项指标
。

二
、

结 果

从所调查统计的62 个工种的实际 劳动工时看
,

平

均劳动时间率为 丁6
.

6 8%
,

即
一

个劳动 日净劳动时间

为 3 6 8
.

1 6分钟 (相当于 6
.

1 4小时 )
,

休息 和工中暂停

的时间只 占1/ 4
。

各工种一 个劳动日内总能量消耗值有较大差异
,

最高为 1 5 2 2
.

2千卡
,

最低为 60 7
.

3千卡
,

平均耗能位

为 1 0 2 7
.

7千卡
。

若以千卡 /分
·

人的单位表示
,

则最 高

为 4
.

6 1 0 2千卡
,

最低为 1
.

2 65 1千卡
,

平均 2
.

1 4 0 3千卡

/分
。

人
。

体力 劳动强度分 级
,

属 I 级有 52 个 工种
,

占

8 3
.

5 7% ; 属 I 级有 1 0个工种
,

占1 6
。
1 3 %

。

三个行业

的情况见附表
。

从单个主要劳动动作能量消耗情况来看
,

能量消

耗较大的动作为 印刷行业中
“

印刷上
、

下纸
” ,

其能

三个行业体力 劳动强度分级结果

印刷工业 橡胶工 业
强度级别

陶瓷工业 合 宝.t

工 种数 % 工种数 % 工种数 % 工种数 %

1 3 4 5 4
.

8 4 9 1 4
.

52 9 1 4
.

5 2 5 2 8 3
.

8 7

1 9 1 4
.

52 1 1
.

6 1 0 一 10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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