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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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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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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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录 3 名伐水工两个工作日的接振工时
,

计算其 日

平均接振时间
,

然后按15 0 提出的公式
,

计算其 4 小时

等能量加速度值 a h w (4 )
。

对受检者的身体检查
,

除

询间病史和进行一般临床检查外
,

还做了手指皮温测

定及冷水复温试验
。

结 果

一
、

伐木工接振剂量

两种国产油锯和西德产对照油锯振动强度最大轴

的 a h w 值及其主频率见表 1
。

表 飞 国产油锯与西德产油锯比较

型 号 主频率 ( H z) a h w (m
·

s 一 , )

长春 0 5 1

西北 G J
一 85

西德 02 0 A V P

1 2 5

B0

1 0 0 0

1 8
.

2

1 8
.

6

< 5
.

0

表 1提示两种国产油锯振动的 ah w 值接近
,

主

频率分别在 80 和 125 H么 频段
。

西德产油锯 ha w 值较

低
,

主频率位于 I k H z 频段
。

调查的伐木工 日平均接振时间为 2
。

85 小时
,

由于

使用的两种国产油锯测得的振动扛h w 值接近
,

故取均

值 18
.

4m
· s 一 2 计算伐木工 日接振剂量 ha w ( 4 )

,

结

果 a h w ( 4 )为 15
.

sm
· s 一 , 。

二
、

临床表现

受检的伐木工和集材工手部主要症状与体征的发

生率见表 2
。

由表 2可见伐木工手麻症状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集

材工
,

且两组比较差异显著 (P < 0
.

05 )
。

集材工手麻

发生率亦高达 3 3
.

3%
,

提示除振动外
,

寒冷可能也是

引起手麻症状的因素
。

伐木工白指检出率 31
.

9%
,

集

材工禾见有白指发生
。

表 2 伐木和集材工人手部症状与体征

受检

人数

手部症状 手部体征
工种

麻 木 冷 感 多 汗 白 指

伐木工

集材工

4 2 ( 6 0
.

乌片 ) 8 (1 1
.

6% ) 8 ( 1 1
.

6% )

7 ( 3 3
.

3% ) 一 3 ( 14
.

3% )

2 2 ( 31
.

9% )

复温阳性

3 1 ( 4 4
.

9% )

6 ( 2 8
.

6% )

69肚

三
、

伐木工白指发病特点

本次调查伐木工检见白指 22 例
,

其中双手均发生

白指者 20 例
。

双手白指发生部位相同者18 例
。

白指首

茹从无名指发生者15 例
。

白指累及双手共 10 ~ 12 个指

节者 17 例
。

白指发作时
,

白指部位的皮温 平 均 1 6o C

( 1 1~ 1 9
o

C )
。

当室温 2 2一 2 5
“
e 时

,

白指自然恢复时

间 19
.

2 土 5
。
1分钟 ( 5 ~ 30 分钟 )

。

白指发病工龄了
。
2

士 2
.

8年
。

讨 论

两种国产油锯振动的频率计权加速度值较高
,

而

主频率较低
,

按我国 《手传振动卫生标准 》 中规定的

使用时间评价
,

每 日连续使用均不得超过 0
.

5小时
。

从卫生学和提高工效的角度出发
,

借鉴德产油锯的特

点
,

国产油锯的改进
,

除降低振动加速度值外
,

还应

考虑提高其振动的主频率
。

伐木工振动性白指发病的特点是双手对称性
,

且

两手白指发生部位及严重程度基本相似
。

这可能与国

产油锯的把柄设计有关
。

本次调查发现伐 木 工 白指

发生率为 3 1
.

9 %
,

与1 9 7 2年 日本学者细川 汀报道的

3 2
。
5 % 和 1 9 8 1年我国黑龙江省劳研所报道的 3 8

.

0写

较为一致
。

白指发病工龄 7
.

2年
,

与 1 9 73年英国学者

K u m l in 报道的 7
.

1 年颇为接近
。

四氢吠喃对作业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沈彬英 俞永旦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傅慰祖

四氢吹喃 (叮时 r a

hy d r侧为 r
an 简称T H )F

,

为一

优良的有机溶剂
。

主要用作树脂
、

染料
、

天然漆
、

制

剂等溶剂
。

为了制订车间空气中 T H F 的最高容许浓

度
,

于 19 89年 3 月在浙江仙居合成化工厂对 T H F 车

间工人进行了调查
。

张锐武 杨逸鸿 陆林根 黄 辉

邹美英 黄月华

基 本 情 况

仙居合成化工厂从 1 969 年起进行 T H P 小型试

制
,

19 70年开始正式生产
,

其主要生产工艺如下
:

锌
,

铬
、

锰催化

糠醛氯化 + 混合水蒸气

—
一今 脱 默 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