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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毫微米
,

距离3 5。毫米时
,

线量为 500 毫 米 ; 波长

为 120 毫微米
,

距离 3 00 毫米时
,

其线 量 为 350 毫米
,

超过一般正常医疗量 10 倍以上
。

2
.

有害气体
:
主要产生臭氧和氮氧化物

。

在焊

接处臭氧高达 3
。

42 一 4
.

42 m g /m 3 (容许浓度为 。 .

3

m g / m朴
,

氮氧化物测定结果为 2 2
.

凌m g /m , (容许浓

度为 s m g /m ,)
,

两种有害气体均超标几倍至 几十倍
。

3
.

高频电
:
采用高频毫伏表测量

,

在操作氨弧

焊时通过人体脉冲高频电流 2 一 7 毫安
,

把线电场强

度为 90 ~ 160 伏 /米
, G A

一 500 型焊机把 线电场强度为

14 。一 190 伏 /米
。

这个结果表明
,

焊接时出现电场 强

度已超过参考标准 20 V /m近十倍
。

二
、

人体幼康检查

本次对某厂氢弧焊工人做 了检查
,

在 22 名工人中

自觉症状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头痛
、

头昏
、

多梦
、

记忆力

减退
、

四肢无力
、

倦怠
、

多汗等神经衰弱症状
。

其次是

胸闷
、

胸痛
、

咳嗽
、

喉干等呼吸道刺激症状
。

血象检查
,

血红蛋白
、

红细胞
、

网织红细胞
、

血小板均在正常范围
,

但自细胞总数偏低
,

镇 5
.

O x l o ,/ L有 10 人
,

占45 %
,

而对照组偏低者只占 7 %
。

白细胞分数未见异常
。

为 了证 明高频电对白细胞的影响
,

选择 5 一 7 名

从未接触过氢弧焊的工人进行模拟实验
,

共进行三次

实验
,

结果表明
,

第
一

次实验白细胞实验 前 均在 6
。

0

又 1。 ,/ L以上
,

实验至第 5 天均在 5
.

0 x l 。 , /L 以 下
。

说明白细胞总数明显下降
。

F降最明显的是从实验前

8
.

s x l o ,
/ L下降到实验后理

.

2 又 一。 , /L
。

此外
,

还对家兔进行了臭氧
、

氮氧化物
、

高频电

的现场暴露实验
。

实验结果动物出现食欲不振
,

活动

减少
、

无力等 ; 病理检查
,

在高频电
、

气休组均出现

精子细胞不同程度减少
;
大白鼠实验结果衷 明

,

实验

第三个月份实验组白细胞总数下降非常 显著
。

敬弧焊对人体主要影响是出现神经 衰弱 征候群和

末梢血白细胞总数下降
。

因此
,

应做好长期接触氢弧

焊作业工人的劳动条件改善及其健康监护工 作
,

渔业冷藏作业工人的健康与冷防护措施调查研究

黄海潮
’

李天麟
’

陈芳
,

陈私
`

秦汝莉
’

沈永康
,

冷藏作业是渔业主产的主要工种之
一

。

为了加强

对冷藏作业工人劳动卫生与劳动保护管理工作
,

制订

冷作业分级标准
,

我们对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等22 个冷

藏厂作业工 人的健康与冷防护状 况进 行了调查研究
。

现摘述如下
。

一
、

对象与方法 选择从事冷藏作业 工龄
4

年以

上
.

的在岗工人为调研对象
,

采用统一调查与体检表对

工人的健康
、

劳动 和冷防护情况进行调查
,

同时对冷

藏作业环境气象条件进行测评
。

并以常温仓库工人为

对照组进行统计分析
。

二
、

结果与讨论 本次共调查冷藏作业 人 员 3 13

人
,

其中水产 品冷藏工人为 187 人
;
制 (贮 ) 冰 作 业

工人为 12 6人
。

对照组工人 79 人
。

两 组人员均 为 男性

工人
,

年龄为 2 0一 4 5岁
;
工龄为 1 一 1 8年

。

自觉症状
:
水产品冷藏工人自觉症状 主要有腰痛

( 5 7
.

8 % )
、

膝关节痛 ( 5或
.

6% )
、

肩肘腕痛 ( 2 9
.

5 % )
、

胃反酸 (1 8
。

7 % )
、

腹胀腹 泻 ( 13
.

9% ) 和慢性 咳嗽

( 13
.

9% ) ;
制冰工人主要有腰痛 (5 4

.

8 % )
、

膝关节痛

( 4 1
.

3 % )
、

肩肘腕痛 ( 2 0
.

7 % )
、

胃反酸 ( 2 3
.

1乡百)
、

腹

胀腹泻 ( 11
.

9% )和慢性咳嗽 ( 19
.

1% )
,

两工种自觉症

状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工人 ( 1 5
.

2%
、

12
.

7%
、

1
.

3 %
、

6 3 %
、

z
。

3%
、
丁

.

6 %
,

P < 0
.

0 5~ 0
.

0 2 )
。

查体
:

冷作业工人除腰部压痛 (水产 品 冷 藏 19
.

8 %
:
制冰

2 3
.

1% )
、

膝关节压痛 (冷藏3 2
.

6 % ; 制冰 1 5
.

9% )
、

膝反射迟钝 (冷藏 2 5
.

4% ; 制冰 2 8
.

3 % ) 等检出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外
,

余未见有显著差别
。

冷作业工龄 5年

以上者白觉症状明显增加
。

水产品冷藏 作 业 环 境 气 温
·

般 为 一 1 0o c ~

一 l s
o
e ,
债左冰 叉藏冰库 ) 为 0

“
e ~ 一 5

0

e , 相对 报 r芝均

在 95 % ~ 10 0%
。

工人着棉工作服劳动
,

净劳 动 时问

为 4 一 6 小时 /工作 日
。

工人反映主要冷感部位 是耳
、

手
、

脚
、

面部和膝关节
,
易发生冻伤部位是脚 (4

.

5 % )
、

手 ( 4
.

8% )和耳 ( 2
.

9% )
,

冻伤发生率平均为 1 2
.

1%
,

冷藏 ( 1 2
.

8 % )手制冰 ( 1 1
.

1% ) 比较无显著差别
。

据此 认为
,

( l )应加强与改进冷作业人员的个人

防护措施
,

重点是加强手
、

脚
、

膝关节
、

腰
、

腹和耳

面部的局部冷防护措施
, ( 2 )应依据冷藏作业环 晚低

温
、

高湿和内外 温差变化大的特点
,

研 制 舒 适
、

轻

便
、

实用
、

整体防寒防湿和保暖性能优越的冷藏作业 防

护工作服
; ( 3 )加强对冷藏作业工 人劳动深护和卫生

保健工作
,

提高工人 的生 活福利待遇
,

保护工人健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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