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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员暗适应功能的调查研究

哈尔滨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张 吉芳 张晓琴 高东献 曹 阳

( 1 5 0 0 8 0 )

方雪 莲

机动车驾驶员需要有 良好的视觉功能
。

夜间行车 准
,

对现职机动车驾驶员暗适应功能进行 了 初 步 调

时
,

夜间视觉功能的好坏
,

对保证行驶安 全 起 重 要 查
,

结果如下
。

的作用
。

在 日本
,

夜间视觉功能 的检查已成为交通 眼 1 对象与方法

科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内容
,

并作为职业适应性检查的 1
.

1 对象

项 目之一
。

在我国
,

对飞行员和火车司机的夜间视觉 随机检查现职无事故史的机动车驾驶员 1 1 1 8名
,

功能都制定了相应的体检标准
。

然而
,

我国机动车驾 年龄 19 一 58 岁
,

平均 3 6岁
,

年龄分布见下表
。

驾驶工龄 二

驶员还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

更没有制定相应的标 ~ 36 年
,

平均 6 年
。

经眼科检查除少数轻度屈光不正

准
。

为研制我国机动车驾驶员夜间视觉功
·

能 检 查 标 外
,

无明显眼病
,

亦无夜盲主诉
。

1 1 1 8 名驾驶员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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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采用江苏光学仪器厂生产的 Y A K 一 I 型暗适应

客观检查仪
,

测定驾驶员的快速暗适应时伺
。

检查前
,

要求受试者先在一般检查室内 (中等亮度 ) 休息 10 一

1 5分钟
,

同时向受试者讲解检查方法和注意事项
。

检

查时
,

受试者面对仪器而坐
,

眼眶部紧贴观察窗
,

将

右手拇指放在时间显示按钮上
。

受试者先在 6 2 c8 d /m ,

亮度下明适应 2 分钟
,

然后转入暗适应 (视标亮度为

0
.

6 2 8 x 1 0
一 , c d / m

, )
。

当受试者发现视标时
,

应立

即按下时间显示按钮
,

记录其发现视标的时间
,

即为

快速暗适应时间
。

2 结果

2
.

1 机动车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 间分布

2
.

2 年龄与快速暗适应时间的关系

驾驶员年龄与快速暗适应时间之间的 关 系 见 图

2
,

表明快速暗适应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的趋势非

常明显
,

经方差分析
,

各年龄组间差异非常显著 ( F 二

4
.

8 5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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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1 1 8名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间分布曲线

11 1 8名机动车驾驶员的快速暗适应时间测定结果

见图 1
,

表明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间人数颇率分布基

本上呈常态分布
。

总体均数为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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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年龄组快速暗适应时间 (均值 ) 比较

3 讨论

3
.

1 驾驶员暗适应功能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机动车在夜间行驶时
,

路面照明有的地 方 只 有

10 址
,

甚至缺乏照明条件
,

呈现 一片漆黑
。

夜间视力

降低
,

分辨目标
、

判定距离均感困难
。

从交通事故统

计来看
,

夜间事故发生率很高
,

日本有人统计
,

夜间

事故是昼间的两倍
。

还有人统计在夜间事故中
,

由于

视力降低所致者占55 沁
。

夜间事故的发生时间多在晚

6 时到早 6 时之间
,

有人统计 75 名发生事故者中有

4 2% 的人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
。

可见夜间视力的良好

对防止夜间交通事故有重要意义
。

在夜间行驶时
,

还



1 0 ,

要不 时地受到对面车灯的照耀
,

破坏暗适应
,

产生眩

日感
,

照后约需 3 一 5 秒钟
,

暗适应才能恢复
。

如果

车速为 50 k m / h 时
,

5 秒钟内汽车盲 目行驶 60 多

米
,

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

所以要求驾驶员要有良好

的夜间视觉功能
,

以保证夜间行驶安全
。

3
.

2 机动车驾驶员暗适应时间的常值

关于机动车驾驶员暗适应时间的体格检查标准
,

以往我国缺乏这方面的资料
,

其他国家也未见统计
。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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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 1 1 1 8名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间进行了调查
,

其

总体呈正态分布
,

可按X 士 1
.

96 5确定正常值范围
,

且

快速暗适应时间越长
,

夜间视觉功能越差
,

故取上限

值
。

本文测定结果
,

快速暗适应时间 95 % 的常值上限

为 6 2
。

10 秒
。

因此
,

可将机动车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

间体检标准定为毛 6 0秒
。

( 本文滚哈尔滨 医科大学刘树春教授
、

空军航空医学研

究所高世宏研究员指导审 阅
,

特此致谢
。

)

谷糠尘对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及实验研究

南 宁市卫生防疫站 ( 5 3 00 11 ) 邓 国义 陈天信 何景美

谷糠尘是一种植物性粉尘
,

它对作业工人的健康

危害
,

己日益引起重视
。

为了解谷物加工中所产生 的

粉尘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

研究谷糠粉尘的危害性
,

我

们对南宁市某大米厂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
,

并做了

动物实验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1 内容与方法

1
.

1 生产环境劳动卫生学调查

在大米加工过程中
,

分别对各口二序作业环境进行

空气中粉尘浓度测定
,

同时采集降尘进行粉尘分散度

及游离 5 10
2 含量的分析

。

1
.

2 生产作业工人体检

受检者采用统一询问表进行职业史和自卿定状的

询问
,

体检项 目主要有呼吸系体征检查
、

肺功能测定

及X 线胸片等
。

并选择该厂无尘毒接触史的行政人员

作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
。

1
.

3 动物实验

以体重 15 。一 1 80 克健康大白鼠为实验对象
,

实验

组动物50 只
,

对 照组动物10 只
,

雌雄分开
。

采用自然染

尘法
,

在该厂谷糠车间内设置粉 尘签浓 度 约 为 50 一

20 0m g / m
, 的染尘室

,

将实验动物放置室内 喂 养
,

每天染尘 8 小时
,

连续观察 6 个月
。

对照组动物放置

于厂区内无尘毒污染处喂养
,

饲料
、

观察时间等条件

与实验组相同
。

染尘满 6 个月后
,

将两组动物同时处

死
,

对全肺进行湿重
、

生化指标及病理学检查
。

2 结果

2
.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该厂于 50 年代建成投产
,

是以大米加工为主的粮

食多层加工的企业
,

年产大米 7 万吨
。

主要有清谷
、

筛谷
、

碾米
、

筛米
、

打糠和装包等工序
,

生产过程均

为机械流水线作业
。

各工序产尘点均设有抽风除尘设

施
,

但因设备管理不当或操作的需要
,

尘源不能完全

密闭
,

车间空气中的粉尘浓度仍较高
。

我们分别对各

工序主要产尘作业点进行了粉尘浓度测定
,

结果见表

1
。

降尘分析结果
,

粉尘分散 度 小 于 5 微 米 的 占

93 %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3
.

5~ 12
.

3%
,

平均

为了
.

6%
。

表 1 各工序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测定地点 样品数
粉尘浓度 (m g / m , )

范 围 均 值范 围 均 值

谷物清筛 6 3
.

5~ 12
.

3 5
.

3

打米机 5 5
.

3~ 2 1
.

5 1 1
.

2

大米分级筛 4 13
.

0一 6 6
.

0 2 5
.

5

大米 去石机 5 17
.

0~ 8 0
.

0 3 2
.

4

统糠 加工机 6 50
.

0一 2 5 0
.

0 8 5
.

0

谷壳振动 筛 4 1 6
.

5~ 4 7
.

5 3 1
.

5

谷壳储存 仓 连 8
.

0~ 2 8
.

8 16
.

4

2
.

2 体检结果

2
.

2
.

1 呼吸系统症状 从表 2 可见
,

接尘组症状出现

率均高于 对照组
,

经统计学 比较
,

两组间症状出现率

有显著差异 ( P < 。
.

0 5)
。

表 2 接尘组与对照组呼吸系症状比较

对照组 ( 2 7人 ) 接尘 组 ( 6 5人 ) 合计 ( 9 2人 )

征 状

—
-

一
例 % 例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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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6
.

o 4 e 3 P < 0
.

0 5

2
.

2
.

2 呼吸道体征检查 从表 3 可见
,

接尘组鼻咽喉

疾患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

其检出率之间的差异有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