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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例数较少 , 血清甘胆酸在丙烯精作业工

人查体时的实际应用价值仍裕进一步脸证和长期随访

观察
.

统计预测在毒物危害趋势研究中的应用

任 磊 李庆友
.

苗香芹
’

统计预测在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中是实行科学和

量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

它不仅可 以反映过去和现

在
,

而且可 以预测将来
,

为防治职业病提 供 科 学 依

据
。

本文对唐山市 1 9 8 5~ 1 99 0年进行测定的部分毒物

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
,

并试用趋势直接外推法对主

要危害趋势指标的均值和超标率进行 19 9 1年的预测
,

对这些毒物的均值将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所需年限亦

做了预测
,

同时根据 19 9 1年的实渊对预侧方程的符合

程度进行了验证
。

1 资料来橄方法及结果

1
.

1 资料来源 根据 198 5一 19 90年间对我市 (含县区 )

各厂矿有毒作业点进行的毒物监测数据
,

侧去此期间

不连续的资料
,

选择铅烟
、

铅尘
、

锰
、

苯
、

甲苯和二甲

苯六种毒物 2 5 1 3个原始数据进行整理
,

结果见表 1
。

衰 1 某市 19 8 5~ 19 9 0年间各种毒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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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和数据处理 各种毒物的采样方法 按 有

关要求进行
,

所采样品均用化学比色法测定
。

,
.

3 预测的数学模型 以时间为 自变量 X
,

以 测

定的均值和噢标率分别为因变量 Y ,

求出各毒物的 直

线方程
,

以 Y = a + bX 表示
,

分别进行 19 9 1年和
一

各毒

物均值将达到或超过国凉标准所需年限的预测
。

并对

各毒物预测值计算弱% 的容许区间
,

以 铅烟为例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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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铅烟浓度有 95 %的可能控制

在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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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 ) ,

即需要十三年六个

甲

月以后有 9 5% 的可能将铅烟浓度控制在 o
.

03 n堪 /m ,

以下
。

依上法分别计算出铅尘
、

锰
、

苯
、

甲笨和二 甲苯

的直线方程 a 、

b 和 S Y x 值见表 2 及 1 9 9 1年各毒物 的

均值和超标率的预测值及 95 % 容许区间和各毒物的均

值将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所需的年限见表 3
。

1
.

4 根据 1 9 9 1年各毒物的实浏值对以上预侧 方法进

行验证
。

由表 4可见以上六种毒物 1 9 9 1年的实测值除甲

苯的超标率超出其预测的 95 % 容许区 间外
,

其他各项

指标均在各自的预侧区间内
,

预测正确率达 9 1
.

7 %
。

从

实侧值与预测值的相对 比看
,

除锰的均值和超标率
、

铅

尘和苯的超标率相差略大外
,

其余各项比值均较为相

近
,

说明用趋势直接外推法对毒物危害趋势预洲具有

较大的可信度
,

不失为一种简便可行的孩侧方法
。

1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店山卫生检度月

2
.

华北媒炭医学院

3
.

河北省唐山市职业病 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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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各种毒物的 1 9 91 年预测结果及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所需的年限

1 9 9 1年预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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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19 9 1年六种毒物的实测数据

与预测值相比情况

1 9引 年实侧值 实侧值与预侧值 的相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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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ǹ月性八.内。̀ù
. .

…
,l,1几U八甘

铅烟

铃 七

今二

长

`p 准

二
·

{l
’

农

0
.

9 3 3

0
.

26 1

0
.

2 6 5

5 3
.

6

6 0
.

7

5 9
.

8

3 5
.

成

3 8
.

1

4 3
.

7

3 4
。

5

2 4
.

6 .

2 2
。

4

1
.

1 6

.

超出 子砚位 9 5% 容许 区 间

2 讨论

恨据以土统计预测结果看
,

铅烟
、

铅尘和锰
、

苯

毒物的危害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而甲苯和二甲苯则呈

逐渐 l几升的趋势
。

从对将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的预洲

年限 舒
,

我们更应对甲节和二 甲苯予 以足够的重视
,

因为若按现在的发展速度看
,

该二毒物的均值将在 8

, 一
10 年内超过国家标准

。

但做为用数学模式预测的数

据终是理论值
,

在实际情况中
,

毒物的危害水平可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
,

如领 导的重视程度
、

生产情况
、

劳

动卫生部门监督监测指导
、

设备
、

原料
、

工艺
、

操作

技能和防护设施完好及制度 是否完善等
。

但就口前情

况看
,

近 期内以上 各因 素要发 生根本性好转似不大可

能
,

所 以本文所作预测结果及预测方法对于掌握我市

毒物危 害趋势仍有卫要 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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