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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铁路列车调度员的作业疲劳调查研究

石家庄铁路卫生防疫站

铁路调度是列车运行的指挥中枢
。

调度作业担负

着长时间繁忙的脑力劳动
,

工作后有乏力感
。

为研究

调度人员在精神高度紧张作业过程中
,

疲劳发生的规

律
,

本次在石家庄铁路分局行车调度人员中
,

跟班进

行疲劳指标的测验
,

对调查结果分析评价
。

方 法

一
、

观察对象
:
选管区内铁路干线 6 个行车调度

台
,

身体健康
,

年龄 26 ~ 38 岁
,

调度工龄 3 一 n 年钓

男性调度员 24 名
。

二
、

工时
:
在每班 12 小时约分的时间内

,

用秒表

记录每班里不同工作内容所用的时间
。

三
、

环境因素
:

用通风温湿度计测量室内温度和

湿度
,

热球式电风速计测量室内风速
,

S T
一 2 型照度

计测量工作面照度
,

N D 一 2 型精密声级计测量作业带

噪声
。

四
、

一位数加法测验
:
在 , 张 厂开白纸 上 铅 印

1 25 。个由两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表
,

令受试者在 3 分

钟内
,

做快速和准确的两位数字加法运算
,

划出其中

符合相加等于 6 (或 7
,

8
,

9) 的所有两位数字
,

计算

王滋春

计算效率
。

冯立功

效率 =
(正确划出的个数 一封错的个数 ) 2

该范围内应划的个数 一 划错的个数

六
、

视觉 ·运动反应时测验
:
被试者坐 位

,

右 手

食指紧触微动开关
,

双目注视信号灯
,

侧试者在不能

预知的情况下
,

划动浸泡碘化钾的纸片
,

此时信号灯

发亮
,

被试者立即按动开关
,

计算运动反应潜伏期的

时间
。

七
、

血压和脉搏
:
用 D S 一 19 数字显示血压计测

量
。

结 果

一
、

工时记录
:

每班 1 2小时 4。分
,

其中通讯指挥

51 %
,

计划绘图 35 %
,

工 间短休 6 %
,

工前接班和工

后
,

会议各 4 %
,

在每班中有 94 %的时间是精神高度紧

张而繁忙的安排运输计划和列车运行指挥
。

二
、

环境因素
:
列车调度室从正南方向采光

,

光

线由调度员坐位左侧射入调度台
,

白天 最低 照 度乡

1 6 0X1
,

工作台上方安设两台 80 W荧光灯照明
,

夜 间最

低照度 > 2 4班x
。

调查期间室 内温度 1 7
.

2一 20
.

3
O

c
,

效率
。

五
、

抹消试验
:

在一张 8开白纸
.

上
,

铅印随机排

列的阿拉伯数字各 10 Q个组成的表
,

令受试者在 3 分

钟内
,

快速准确的抹消一种数字 (除外 1 ,
7

,

3 ,8 )
,

相对湿度 65 ~ 71 %
,

风速 .0 1一 D
.

3 m / s ,

作 业带噪

声
,

工作谈话60 一 76 犯 ( A ), 话筒发音 7。一 8 1 d B ( A )
,

环境条件较好
。

三
、

一位数加法测验结果
:
见表 1

。

表 1 列车调度员一位数加法测验效率 (% ) ( X 士 s)

班 中 ( h)
班别 班前 班后

3 6 93 6 9

白班

夜班

4 6
.

9士 1 1
.

3

4 4
.

2士 10
.

3

4 2
.

6士 1 0
.

1

3 1
.

6 士 8
.

2

3 1
.

2 土 1 0
.

2

2 2
。

8上 6
。

9

2 4
.

0 士 9
.

6

1 9
.

3 士 6
.

8

2 3
.

7 士 1 0
.

5

1 9
。

2士 7
.

6

表 1 看出
,

工作后 3 小时 出现疲劳
,

白
、

夜班一

位数加法测验效率均与工作时间呈显著负相关 (r 白班

= 一 0
.

99
, r 夜班 二 一 。

.

9 7
,

P < 。 .

0 1)
,

随着工作时间

的延长
,

效率逐渐下降
,

夜班疲劳程度 较深
。

四
、

抹消试验结果
:
见表 2

。

表 2 列车调度员抹消试验效率 ( % ) 抓 士脚

班别 班前

班中 (h )

3 6 9

, . . . . . 曰. . . . . . . . . . . . .

班中 (h )

班后
3 6 9

. 口侧 , 川甲~ , ` , ~ ~ ~ ~ ~ ~

白班

夜班

7 9
.

5士 11
.

6 7 9
.

0士 9
.

2 7 4
.

4土 8
.

3 7 3
.

通士 1口
.

0

7 9
.

1士 1 1
.

1 7 8
.

2上 8
.

8

7 8
.

0士 9
.

1

7 5
.

2上 1 0
.

2 7 3
.

6士 7
.

多 7 2
。

9土 1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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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所见
,
工作 3 小时后发现疲劳

,

抹消试验效

率
,

白班和夜班均与工作时间呈明显负相关 (r 白班 “

一 。 。

95
, r 夜班 二 一 。 .

9 8 P < 0
.

0 1)
,

试验效率随工作

时间的延长不断下降
,

夜班较白班疲劳加重
。

五
、

视觉
·
运动反应时测验结果

:
见表 3

表 3 列车调度员视觉
一
运动反应时测验结果 (m s) ( X 土 s)

班 中 ( h)
班别 班前

3 6 9

班后
3 6 9

曰~ ~ ~ , ~ ~ ~ ~ . ` . , ~ ~ ~

白班

夜班

2 4 7士 61

2 5 1士 6 5

2 5 7士 59

2 6 0士 6 6

2 6 1土 86

2 6 5 士右9

27 3 士 6 3

2 7 8 士 8 6

2 7 8土 6 3

2 8 1 士了2

表 3 所示
,

工作 3 小时后可见疲劳表现
,

白
、

夜

班运动反应潜伏期均与工作时间皇显著正相关 (r 白班

= 0
.

96
, r夜班 = 0

.

9 7 P < 0
.

0 1)
,

运动反应潜伏期随

工时增加继续延长
。

六
、

脉搏和血压测验结果
:
见表 4

。

由表 攫可见
,

班后与班前比较
,

脉搏减少 2 ~ 4

次 /分
,

收缩压下降 .0 4 0 ~ 0
.

5 3k P “ ,

舒张 压 下 降

o
`

2 7~ 0
.

吐o k P a 。

但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表 4 列车调度员脉搏和血压侧验结果 (X 土 s)

血压 ( k P a )

班别 测验时间 脉 搏 (次 /分 )

收缩 舒张

白班

夜班

班前

班后

班前

班后

7 9士 1 3

7 5上 9

7 6出 12

7 4士 10

1 5
.

4士 1
.

5

1 4
.

9上 1
.

6

1 5
.

3士 1
.

3

1 4
.

9士 1
.

2

1 0
.

6士 1
.

2

1 0
.

2士 1
.

2

10
.

4 土 1
,

2

1 0
.

1 士 1
.

5

讨 论

本次调查期河
,

作业带气象条件适宜
,

采光照明

合理
,

通话发音的噪声影响不大
。

记录每班工时长达

12 小时40 分钟
,

调度员在 94 %的工作时间里
,

精神处

于高度紧张状态
。

长时间内连续完成通讯指挥
,

计划

绘图任务
。

这样持久的脑力劳动
,

易发生精神疲劳
。

在调度工作过程中
,

每间隔 3 小时
,

测验一次一

位数加法运算和抹消试验
,

两种方法结果表明
,

从工

作 3 小时后开始
,

效率逐渐下降
,

出现疲劳
。

测验运

动反应潜伏期
,

发现疲劳程度随工作时间的延长而继

续加深
,

反映了调度员疲劳出现的时间和发展规律
。

一位数加法运算和抹消试验的效率降低
,

运动反

应潜伏期延长
,

在夜班时表现明显
,

表明调度员在夜

间大脑皮质已处于抑制状态
,

皮质细胞的兴 奋 性 降

低
,

条件反射能力受到影响
,

所以夜班疲劳 程 度较

深
。

夜班机体活动能力和大脑皮层机能水平 有 所 降

低
,

在夜班时
,

人体昼夜生理节律处于下降状况
,

因

此
,一 夜班工作时

,

必须克服生理节奏的影响
,

以在不

利的条件下完成任务
。

这是夜班疲劳程度较白班表现

明显的原因
。

伐木工振动性白指调查

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 张云生 刘钟梅

本文仅就两种国产油锯的振动强度及伐木工接振

剂量和白指发病特点予以讨论
,

以期为国产油银的改

进和振动性白指的预防提供客观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使用国产 《长春。51 》 和 众西北 G J .

肠》 旧型油锯的伐木工 69 人
,

其平均年龄37
。

6士 1 0
.

8

岁
,

平均工龄氏4 士 5
.

7年
。

对照组选与伐 木工 在 同

一环境工作
,

不使用油锯的集材工 21 人
,

平 均 年 龄

37
.

牡 8
.

6 岑 平均工龄 8
.

9 士 5
.

8 年
。

使 用 丹 麦

B & K公司生产的测振仪
,

按国际标准化组织 (I 5 0 /

D I S
、

5 3 4 9
~ 8 3) 规定的测量方法

,

对两种国产油锯和

西德产对照油锯进行正交坐标系三轴向
、

1 / 3倍频程加

速度值和频率计权加速度值 (ha w )的测量
,

取三轴中

最大的 a h w值及其主频率作为油锯振动评价指标
。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