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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噪声频谱分析

发动机 倍频程频谱

型 号 dB (A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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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讨论与小结

囚内有人报道
,
正常人群左心室舒张末期与收缩

末期内径分别为 5 6
.

7 3 士 3
.

8 8与 3 4
.

3 1 士 3
.

4 8 ,
两期容

积分别为 1 0 8
.

8 6 士 2 4
.

3 9与 4 5
.

8 0 士 1 6
.

1 5 ,
心博量为

6 4
.

6了士 1 7
.

4 4
,

射血分数为 6 0
。

0 3 化̀ 士 1 0
.

4 4 %
。

由表 3

可见 , 观察组左室舒张末期容积
、

心博量和射血分值

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值
,

一

与对照组比较
,
也存在显著

或极显著意义
。

其余各参数虽与报告值相符
,

但就两

组之间 比较
,
除收缩末期内径与其容积无差异而外

,

另 3 项参数差异 也均 (J’ 显
一

著意义
。

应用超声 心动图 测量左房
、

左室腔径 大 小 等 参

数 , 进而判定心脏泵血功能
一

与收缩功能指标是简明
、

准确
、

可靠的方法
。

从生理解剖学上讲
,
心脏的功能与

其形态的大小 , 机休血液循环的需要量是一 致的
。

本

调查结果表明
,
在上述暴露环境条件下

,
试车工的左

心 室明显大于对照组
,
心博量

、

射血分值极其显著的

高于对照组
,
而心率恰恰相反

。

因此可认为
:
试车工

左心室的收缩功能
、

排血效率显著优于一般正常人
。

试车工左心室 增大并非病理改变
。

这 结果与运动员

健康心脏较正常人有生理性增大
,
左家顺 应 性 仍 良

好
、

且功能高于正常是很相似的
。

如此结果可能 与试

车工身体素质较好
,
生理适应能力较强有关

。

不同暴

露环境
、

不同个体条件
,
工业噪声带给接触者的病理

性心功能损伤还有待进一 步观察
。

灰色数列模型在预测铅中毒发病趋势上的试用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 2 5 5 0 2 6 )

淄博蓄电池厂医院

蒋绪 亮

胡玉 兰

张仲平

王 钻臣

预 测职业病的发病趋势是及时合理调配劳动力及

制汀职 亚病防治计划的重要依据
。

本文试用灰色数列

模塑对某蓄电池厂的铅中毒发病趋势进行预测研究
,

以期为寻求简单准确的预测职业病发生方 法 提 供 线

索
。

硫膝比色法分析 , 作业工人每次体检
,

受检率都在的 %

以上
,

铅中毒按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确诊
。

选择 1 9 83

一 1 98 ?年该厂铅中毒发病资料做为原始数据
,

采用一

个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即灰色数列模型的 G M ( 1
,

功

模型进行预测
。

1 材料来源及方法

白1 9 5 5年以来对淄博某蓄电池厂铅中毒的发病进

行功态观察
。

车问空气中铅沈度
,

采用定点采样
,

用双

2 结果

2
.

1 淄 博某蓄电池厂 1 9 8 3 ~ 1 9 8 7 年铅中毒发病清况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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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之 3 可见预测值与实际位很接近
,

计算复相关

系数R = 0
.

9 96 4
,

说明残差 ( IX
t 一 X lt )小且方程拟合

希度高
。

该厂 1 9 8 8年铅中毒发病率实际为 0
.

9 3 5 9̀
,

而

预测值为 0
.

9 36 %
,

预测精确度达 9 9
.

8 9 %
。

2
.

3 1 9 8 8 ~ 1 99 5
一

年该厂铅中毒发病趋势 见表 4
。

2
.

2 建 亿G M ( 1
,

1) 模型 根据衷 1中的原始数据
,

按

照建认G M ( l
,

l) 模塑的步骤
,

首先列出拟合计算表
,

分别求 出玖
,

和 zt
,

列成表 2
。

表 2 铅
,

!
`
毒发病趋势G 人I <1

,

1) 拟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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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

1 灰色数列模型适合于铅中毒发病趋势的 预 测

按照灰色系统理论
,

对人体系统我们已经知道很

多
,

f区仍 仃许多信息不清楚或正在研究中
,

故此 人体

是一 个灰色系统
。

具体到淄博某蓄电池厂铅中毒的发

病情况
,

以前的发病率清楚
,

但今后的发病情况不清

楚
,

所 以这时它也是一个灰色系统
。

本文依据灰色数

列模型的理论和建模方法
,

得 G M ( l
,

l) 模型为 yt 二

2 6
.

3 1 6 6 一 2 4
.

1寸6 6 e 一 o
’
工 “ 7 6亡 ,

对其进行残差分析及精

度检验结果 显示
,

残差小且方程拟合精度高
。

应用此

模型对该厂铅中毒发病进行预测
,

1 9 8 8年预测精度达

9 9
.

8 9 %
,

且其历年预测值呈下降趋势
,

结果符合该厂

按照
“ _

二级预防
”

原则
,

不断提高 预防错中毒措施的

效果
,

使铅中毒发病率逐年降低的客观实际
。

可见灰

色数列模型的 G M ( 1
,

1) 模型较适合于铅中毒发病趋

势的预测
。

3
.

2 灰 色数列模型似乎值得在预测职业病发病 趋 势

方面试用

随肴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向士物一社会一心理模

式的转变
,

人们逐步认识到职业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

因此用历 年发病资料作为原始数据

进行预测
,

实际上也就间接考虑到 了社会
、

心理等其它

因素对职业病发生的影响
,

这类资料 正是灰色数列模

型所适用的对象
,

故预测结果是可信的
。

卜可时
,

灰 色

数列模型具有所需信息少
、

运算简便的优点
,

所 以似

乎值得 在预测职业病发病趋势方面扩大试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