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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两组指标的典型相关分析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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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指指标相关主要是第一对典型变量
。

3 讨论

典型相关分析在医学研究中用以寻找两组指标间

的数量关系
,

并可在两组指标相关的前提下
,

进一步

由一组指标去推定与预测另一组指标
。

由于典型分析

是把两组指标中的每组指标作为整体考虑
,

较
一

般的

相关分析有很大进步
。

本研究对非白指指标和 白指指标的典型相关分析

表明
,

两组指标间有很高的相关程度 ( : 二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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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二

1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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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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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项非白指指标可反映局

部振动病的严重程度
,

即可推测主诉白指的可信度
。

从典型变量方程来看
,

手指皮温在第
一

个典型变量方

程中载荷较高
,

第二个典型变量方程中白指严重 程度

起较大作用
。

说明手指皮温主要和白指严重程度相关
。

日本学者山田信也 ( 1 9 74) 研究表明
,

振动病患者的指

皮肤沮受环境因素影晌
,

在控制环境气温的前提下
,

指皮肤温可反映局部血淤循环状况
。

N
asu

等 ( 19 77 )

研究了振动病患者手指皮肤
、

温改变
,

认为频繁白指发

作者可伴有持 续 性 手 指 皮 肤 温 低下
。

原 久 素 等

( 1 9 89) 对 229 名使用链锯伐木工的振动病调查中
,

对

雷诺氏现象与指冷
、

麻木等利用 K e n d al l顺序相关系

数进行分析研究
,

证明指冷与白指之间相 关 程 度 最

高
。

本次研究结果也进 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
。

我国 《 职业性局部振动病诊断与分级标准》 中尚

未将手指皮温列入诊断指标或主要参考指标
。

就目前

情况
,

局部振动病检诊时多数不易诱发白指
,

患者白

指发作时医生又常不在场
,

单以检诊时所见白指确立

诊断比较困难
,

势必造成漏诊
。

本次研究资料来源于我

国南
、

北方九个地区
,

指皮肤温测定条件一致
,

未见

地理区域性的明显差异
。

我们认为应当把手指皮温列

入局部振动病的诊断指标
,

同时进一步研究其他非白

指指标的典型相关间题
,

精选相关程度大的组成指标
,

推定病人主诉白指可信度
。

对局部振动病的诊断具有

实际 意义
。

(参考文献略 )

微波接触者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的探讨

山西医学院 ( 0 30 0 0 1 ) 刘文魁 回松柏 任秀红

当前接触微 波的人员 日益增多
,

如广播
、

电视
、

通 信
、

雷达等作业
,

微波灶等的利用
,

使直接接触微

波的人员越来越多
。

微波辐射对 人体健康可产生影响

或危害报道甚多
,

但它对人的遗传物质影响或危害的

研究报道不多
,

说明了这 一问题还未被人们所注意
。

本文 目的在于探讨微波作业人员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

体畸变状 况
,

以引起人们对微波的认 识
,

加 强 其 防

护
,

从而推动微波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观察对象 即微波接触者 30 人
,

其中男 27 人
,

女

3 人
,

年龄 23 ~ 55 岁
,

作业工龄 3 一 20 年
。

接触微 波

的时 间每天 4 一 6 小时
,

一般每月工作20 ~ 25 天
,

无

防护措施
。

其工作场所为某微波通信与电视转播站
,

工作频率 30 。~ 4 00 M H z ,

作业现场的微波功率密度为

3 5一 5 0拼W / e m
. 。

该观察对象即为微波组
。

对照组 27 人
,

其中男 24 人
,

女 3人
,

年龄 25 一 57 岁
,

工龄 3~ 25 年
,

为不接触微波及其他有害因素的工人
。

1
.

2 检查方法 染 色体畸变的检查用微量常 规 法
,

即采取作业人员肘静脉血平行接种 」
几

两个培养瓶中进

行培养
,

3 o7 c 士 。。

so c 培养 7 2小时后 涂片镜 检
。

对每

份样品分析 1 00 个中期分裂细胞
,

几染色体结 构清 晰
,

数 目在 4 3一 48 范 围内者记录结 果
,

每个畸变 需要 2 人

以上确认
。

镜下观察染色体的指标为
:
细胞畸变率

、

染色体畸变率
、

染色体数 目畸变率
、

染色体结构畸变

率
。

2 结果

微波组和对照组外周血淋巴 细胞染色体的崎变结

果见表 1
。

由表 1结果进 行各项指标的分析
。

2
。

1 细胞畸变率 由表 1 可知
,

两组人员外周血琳巴

细胞畸变率微波组细胞崎变率为 3
.

45 %
,

对 照 组 为

2
.

1%
,

两组细胞畸变率做显著性检验
,

“ 二 2
.

9 1
,

户(

。 .

01
,

微波组细胞畸变率 明显高于对 照组
,

有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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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崎变比较

教 目型崎交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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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
。

2
.

2 染色体崎变率 由表 1可知
,

微波组的染 色 体

崎变率为 0
.

08 %
,

对照组为 0
.

04 %
,

两组染色体畸变率

傲显著性检验
,

“ 二 3
.

刊
,

P < 0
.

01
,

微波组染色体

铸变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
,

有极显著性差异
。

2
.

3 染色体结构畸变率 由表 1可知
,

微波组的染色

体结构畸变率为 3
.

23 %
,

对照组为 1
.

97 %
,

两组染色体

结构畸变率做显著性检验
, u 二 2

.

74
, P < 。 .

01
,

微波

组的染色体结构畸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两者有极显

著性差异
。

2
.

4 染色体数目畸变率 由表 1可知
,

微波组 的 染

色体数目畸变率为 0
.

29 %
,

对照组为 0
.

17 %
,

两组 做显

著性卡方检验
,

户
二 0

.

81 7
,

P < 0
.

25
,

两组 比较 刃显

著性差异
。

2
.

5 染色体结构畸变种类 两组人员染色体结 构 晴

变种类见丧 2
。

衰 2 两组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结构畸变种类 比较

组 别
观察染
色体数

碎片 单断裂 缺失 体断裂 断片 双着丝 点

微波组

对照组

12 6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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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的不同种类结构畸变数比较
,

微波组的单缺

失 35条
,

对照组 4 条
, 沈 , = 2 0

.

5 3 3
,

P < 0
.

01
,

微波

组断片 18对
,

对照组 6 对
, 笼 . 二 4

.

4
,

P ( 0
。

0 5
。

其他种

类均无显著性差异
。

由此可知
,

微波所致的染色体畸

变主要是染色体单体缺失和断片
。

3 讨论

化学物质和电离辐射可以 引起人的染色体畸变的

报道已不少见
,

做为非电离辐射的微波是否能引起人

染色体畸变
,

如能引起畸变它又是什么特点等的报道

却很少见
。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

微波组的细胞畸变

率
、

染色休畸变率
、

结构畸变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长期接触微波的工作人员可 以引起外周血淋巴细

胞染色体的畸变 , 而畸变的特点是以结构畸变为主
,

主要是缺失和断片
。

徽波对染色体的损伤机制是相当复杂的
,

致热效

应和非致热效应都有可能
,

高场强的微波无疑是致热

效应的机理
,

即当机体吸收了微波能量后
,

微波电场

作用于机体某些组织间期细胞核或染色体
,

使其中的

极性分子或非极性分子根据偶极子的性质随着电场的

夜化而发生转动
、

振动
、

伸长
、

弯曲
,

并互相磨擦而

产生热量
,

由此而引起染色体损伤
,
即为致热效应的

机理
。

而低场强
,

l m w c/ m , 以下微波并不引起机体

产热
,

但它仍能引起机体健康的影响或危害
,

是微波

非致热效应的机制引起的
。

微波的非致热效应机理学说各异
,

多用于解释神

经系统的变化
,

对机体的其他系统所引起的改变的解

释则不多见
,

而用非致热效应有关学说解释对染色体

的损伤尚未见到
。

正如上述结果所证实的
,

低场资的

微波长期作用下确可引起工作人员的染色体畸变
,

这

些工作人员从未有发热的感觉
,

测体温又不高
,

但染色

体损伤的事实俱在
。

这很可能由于该 30 例工作人员长

年接受一定强度的徽波辐射
,

而微波辐射也会有累积

效应
,

工作人员每天接触一定时间的微波
,

日久就会

形成能量越迁
,

致使组织的细胞膜电位发生变化
,

以

至引起染色体崎变
,

其详细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

尽管本次 30 例工作人员由于接受微波照射引起 了

染色体畸变
,

是对健康影响的一种表现
,

但还尚不能

肯定徽波对工作人员的子代等的影响
,

还甜进一步探

讨
。

(参考文献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