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9 4年第 了卷第 3 期

职业因素对交通警察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研究
同济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 (4 3 0 0 3 0 )刘 克俭 蔡 荣泰 张 艺 钟 浩

提 要 为了阐明职业性危害因素对交通警察 (外勤警 )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特点
,

选用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W H O 一N C r B )七项指标
,

对 1 66 名外勤警
、

1 64 名内勤警进行了测试
。

结果表明
,

外勤警的消极性情感明显增强
,

反应时间延长
,

心理运动能力和视感知能力降低
。

提示 交通

警察的职业因素对其神经行为功能有不 良影响
。

关锐词 职业因素 交通警察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随着机动车辆 的增多
,

车流量密度急剧增

高
.

车辆 成为愈来愈严重的城市环境污染源
,

而交通警察则长期暴露于该环境之中
,

其健康

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

为了阐明职业性危害因素

对交通警察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本文采用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神经行为 核 心 测 试 组 合

(W H O
一N C I

,

B )
,

对交通警察进行 了测试
。

度 (习惯用手 )
、

数字译码
、

视觉保留测试
、

目标追踪测试
。

对所有的受试者在 同 一 条 件

下
,

由同 检测者按顺序进行测试
。

每项得分

均行标化
,

即标准分 = 〔 (粗分
一

平均粗分 )

/标准差〕 ` 10 “
一

50
,

采用 云检验进行分析
。

同

时选择该测试对象工作的四个交通路口
,

进行

连续三天跟班测定其工作环境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随机抽取工龄在一年以上
,

本人及家族无

精神 冲经病史
,

无视
、

听及手部运动障碍的男

性外勤警 (每天在交通路口 值勤弓小时 ) 1 66 人

为观察组
;
另 以上述条件相似的内勤件 (朱从

事过外勤和接触毒物 ) 1 6 4 人为对照组
。

要求

被测试对象测试前 4 小时内不饮洒及不服用镇

静
、

兴奋药
。

1
.

2 方法

选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神经行为核 心测

试组合 (W H O
一

N C T B ) 七项指标
,

即情绪状

态特征
、

简单反应 时 (使用 S G 一A 神经行为功

能测试仪
,

直接取均值 )
、

数字跨度
、

提转捷

2 结果

2
.

1 工作环境测定 对四个交通路 口工作环境

进行测定
,

结果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

车流量 以中南路口 最多
,

南

京路 口较低
,

平均为 2 0 8 5 辆 /小时
;
交通路口

噪声 最 高点为小东门
,

达 78
.

75 d B ( A )
,

平均

为 7 7
.

2 4d B ( A ) ; 大气中粉尘在二
.

选2 ~ 8
.

1 2m g

/ m
’ ,

可吸入性粉尘平均为 0
.

33 m g /m
’ ,

一氧化

碳为 4
.

0 6~ 2 0
.

8 4 rn g /
n l

, ,

氮氧化物在 0
.

2 1~

。
.

45 m g/ m
’

之间
,

平均为。
.

3 5 51 二 g /m
, 。

2
.

2 情感状态分布 从表 2 可看出
,

观察组和

对照组之间的紧张
、

抑郁
、

愤怒
、

疲劳四项情

感调查得分经统计处理
,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 P < 0
.

0 1 )
。

对不 同警龄与情感状态关系分析

表 1 交通路 口职业危害因素测定

侧定

地点

车流量

(辆 /小时 )

噪声

d B ( A )

粉尘

(m g /m 3 )

可 吸入粉尘

(m g /m
3 )

一氧化碳

(m g / m 3 )

氮氧化物

(m g /m 3 )

怪̀O口O口
6南京路

六 波桥

中南 路

小东 门

1 30 0

2 0 8 8

30 0 6

19 4 4

7 7
.

7 5

7 7
.

10

7 5
.

3 5

7 8
.

7 5

1
.

4 8 8
.

1 2

1
.

4 9~ 5
.

9 6

1
.

4 2~ 1
。

8 1

1
.

8 6 ee 2
.

2 7

0
.

2 7 8

0
.

4 2 5

0
.

42 8

0
.

] 9 3

1 9
.

8 5wt 2 0

1 3
.

3 5er l 3

6
.

7 6~ 8
.

4 6

4
.

0 6~ 4
.

9 8

0
.

4 0

0
.

4 5

0
.

3 6

0
.

2 1



.
1 4 0

衰 2 情感状态测试
*

观察组

紧张 ( T )1 5
.

83 13 士 10
.

2 583二 4 5
.

7 9 59 士 。
.

9 55 5

抑 郁 ( D ) 52
.

0 12 0 士 10
.

3 9 4 6二 4 8
.

4 7 6 5士 9
.

67 0 3

债怒 ( A2 ) 5
.

0 54 2 士 1 0
.

7 2 99二 4 8
.

57 9 3 士 9
.

4 50 5

精 力充沛 ( V)4 9
.

19 88 士 10
.

0 2 0 7 0 5
.

4 6 3 4 士 10
.

6 9 1 1

疲劳 ( F ) 51
.

4 9 4 0 士 10
.

4 55 5*. 4 8
.

53 0 5士 9
.

9 0 0 4

困惑 ( C ) 50
.

峨6 9 9 士 9
.

2 3 50 4 8
.

9 2 07 士 10
.

3 4 2 0

情感总分 ( R )4 9
.

21 4 5士 4
.

40 8 5 50
.

0 3 54 土 4
.

9 4 6 5

*( 标准得分X 士 S
,

下 同 ) * P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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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
,

其情感状态随着警龄的增长而逐渐出现

变化
,

在 以上的四项情感状态中警龄组间差异

也具有非常显著性 ( P < 0
.

01 )
,

见表 3
。

2
.

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表 4
、

5结果表明
,

数

字跨度 ( D S P )
、

提转捷度 ( M D T )两组的差异

具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反应时间 ( R T )
、

目标

追踪 ( P A T ) 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

而不同

警龄交通警察的 R T
、

D S P
、

V R T的差异具有

非常显著性 ( P < 0
.

0 1 )
,

其改变也随着警龄的

增长而增加
。

衰 3 警龄与情感状态关系

< 5 年 5 年~ 10年 ~ 15年 ~

紧张 《 T )

抑 郁 ( D )

愤 怒 ( A )

精力充沛 ( V )

疲劳 ( F )

困惑 ( C )

4 7
.

4 2 土 7
.

6 9

4 7
.

9 1 士 8
.

6 8

5 1
.

0 9土 7
.

9 3

5 4
.

9 1士 7
.

6 9

4 6
.

8 2士 7
.

3 9

47
.

3 6 士 6
.

2 8

S Q
.

0 7 士 1 0
.

9 4

4 9
.

8 5士 9
.

5 6

50
.

7 2 士 1 1
.

5 5

5 1
.

5 1士 1 0
.

6 6

5 0
.

2 6士 1 1
.

4 8

4 9
.

0 5 士 9
.

6 9

5 3
.

6 5士 6
.

9 2

5 4
.

4 1土 7
.

8 5

5 5
.

9 0士 9
.

8 2

4 5
.

2 4土 9
.

1 6

5 2
.

6 6 士 9
.

16

5 0
.

6 2 士 8
.

3 7

5 4
.

3 6上 10
.

7 0二

54
.

8 0 土 12
.

3 0二

5 2
.

5 8士 10
.

3 5

4 6
.

7 2上 8
.

5 4二

5 3
.

7 2 士 9
.

7 1二

5 3
.

2 2 士 ] 0
.

0 3

二 P < 0
.

0 1

裹 4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观察组 对照组

反应时 间 ( R T )

数字跨度 ( D S P )

提转捷度 (M D T )

致字译码 ( D SY )

视 觉保 留 ( V R T )

目标追踪 ( P A T )

5 1
.

6 3 8 5土乳 5 2 5 2二

4 7
.

9 9 4 0 士 1 0
.

5 9 1 9 .

4 7
.

9 6 3 9士 10
.

0 82 6
.

4 8
.

8 7 9 5士 1 0
.

2 3 4 1

5 0
.

7 2 2 9士 10
.

2 5 4 1

4 8
.

2 8 92 士 8
.

8 2 0 1二

4 8
。

85 3 6 士 1 0
.

2 6 7 7

5 0
.

3 5 3 6 士 9
.

7 2 1 7

5 0
.

5 12 2士 1 0
.

5 0 18

S Q
.

14 0 2 土 1 0
.

1 5 5 2

4 9
.

0 5 4 9 士 1 0
.

2 8 6 8

5 1
.

2 8 0 5士 1 0
.

7 3 93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3 讨论

N C T B 测试方法
,

排除了性别
、

年龄
、

文

化程度的干扰因素
,

作为行为功能测试已得到

广泛应用
〔 ,
川

。

关于交通废气
、

交通 噪 声 等 对

交通警察健康的影响已有报道
,

但对于神经行

为功能方面的研究不多
。

本研究对象文化程度

相 似
,

并按年龄
、

工龄分层
,

故资料具有可比

性
。

交通警察 (外勤警 ) 由于在交 通 路 口 执

勤
,

长期工作在不 良环境中
,

受到交通废气
、

交 通噪声
、

工作紧张等职业危害因素的影响
,

神经行为功能产生 了明显改变
。

在情感状态特

征中
,

外勤警的紧张
、

抑郁
、

愤怒
、

疲劳感显

著高于内勤警 ; 反应时间延长
;
数字跨度

、

提

转捷度
、

目标瞄准追踪得分低于内勤警
。

表明

外勤警的情绪不稳定
,

且视觉感知到手部运动

反应的时间
、

听觉记忆及注意力集中程度
、

视

觉感知能力
、

手部运动的速度及准 确 性
、

眼
-

手快速协调能力均较内勤警慢
,

这与文献报道

一致
〔 , ’ 。

两组之间的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组

成均相似
,

而其主要差别在职业 环 境 之 中
,

即密集的车流量
、

超标的 空 气 粉 尘
、

C O 等

有毒的气体及噪声等
。

其工作 任务 繁 重
,

工

作量大
,

也很容易产生疲劳
。

此环 境 下 也 给

交通警察特别是外勤警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
,

精神高度紧张
,

情绪容易波动
,

各 种 反 应 也

较内勤警迟钝
。

警龄与交通警察神 经 行 为 功

能有一定 的关系
。

警龄越长
,

对 于 交 通 警 察

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就越为严 重
。

警 龄 小 于

五年以上的交警
,

由于年 轻
、

精 力 旺 盛
、

抵

抗力强
,

对 于环境为耐受力也较强
,

因此
,

虽

然处于同样紧张的工作环境中
,

神经行 为功能

变化不明显
; 随着警龄的增加

,

接触不 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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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5警龄与神经行为功能关系

< 5年 5年 ~1 0年 ~1 5年 ~

R T5 0
.

00士 5
.

1 5 5 0
.

39 士 9
.

0 6 48
.

31 士 9
.

87 5 5
.

8 2土 9
.

5 2二

DS P5 0
.

6 4士 8
.

09 5 0
.

9 0土9
.

9 01 5
.

1 3土1 0
.

5 0 42
.

0 3士1 1
.

7 2二

M D T5 0
.

27 士 8
.

6 3 47
.

26士 8
.

1 7 5 2
.

5 5土1 0
.

1 5 6 4
.

4 4土1 工 69

DS Y5 4
.

0 0士 9
.

25 6 3
.

9 3士 9
.

2 3 49
.

69 士 7
.

7 8 40
.

2 4上7
.

7 0

VR T5 2
.

8 2士 9
.

65 42
.

9 6士 9
.

1 5 5 2
.

5 2士 8
.

1 7 45
.

8 2土1 1
.

1 1 二

PA T5 2
.

1 8士 5
.

5 85 0
.

39 士 8
.

1 3 49
.

念 4士 7
.

67 3 4
.

6 8土 9
.

1 1

* . P< 0
.

01

及处于职业性紧张的时 间也大为增加
,

神经行

为的改变增加
,

各方面的反应灵敏程度逐渐下

降
,

机体反应时间
、

视觉识别
、

记忆有轻微影

响
,

对涉及到手部操作及运动速度和精确性的

一些行为指标
,

如视觉感知一手部运动 速 度
,

视觉感知
一
手部协调运动及运动速度

,

手 部 运

动速度及运动的精确性则影响较大
〔。 。

因此
,

在考虑年龄因素的基础上
,

认为警龄与神经行

为功能的改变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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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3例矽肺患者心电图分析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秘
卫生防疫站

(030
。
06) 刘国珍 、 元彬 巨!三玉]

为了解矽肺对心 电活动的影响
,

本文对 14 3 例矽

肺患者进行了心 电图观察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由尘肺诊断组确诊的矽肺病人 1 4 3例
,

其中 I 期80 例
、

I 期 44 例
、

I 期19 例
,

均 为男 性 成

人
。

同时选择 10 6 例接尘工人做对照
,

并排除其它心

脏疾患
。

1
.

2 方法 仪器为 X D H一 3 型心电图机
,

病人取平卧

位
,

采用 I
、

I
、

I
、

va R
、 a v L

、

va F
、

V i 、

V 3 、

V 。 常

规九导联
。

纸速 25 n 飞m
,

标准电压为10 m
l n
/m V

,

诊

断标准依黄宛 ( 1 9 7 9年 ) 《 临床心电图学 》
。

5 4
。
7

,

P 值均 < O
。

0 1
。

2
.

2 按临床分期 I
、

I
、

I 期矽肺病人心电图呈肺心病

改变的观察结果为
:
在80 例 I 期矽肺病人中有 13 例

,

占 1 6
.

3 %
,

4 4例 I 期中有 21 例
,

占盯
.

7 %
;
19 例 I 期

中有 2 2例
,

占 6 3
.

2%
,

义2值为 2 2
.

5
,

P < 0
.

0 1
。

2 结果

2
.

1 1 43 例矽肺患者中心电图异常改变 90 例
,

异常率为

6 2
.

9 %
。

其中在 80 例 I 期病人中心电图异常改变的 39

例
,

占 4 8
.

8% , I 期 连d 例中异常改变 的 3 5 例
,

占

7 9
.

5% , I 期 1 9例中异常改变的 1 6例
,

占8 4
.

2 %
。
1 0 6

例接尘工人中有心电图异常改变的别例
,

占22
.

6%
。

同时经用X ,进行显著性检验
,

矽肺沮与接尘组
、

矽肺

各分期与接尘组有高度显著性
,

义
2
值分别为 39

.

8

3 讨论

本观察结果显示
:
接尘组与矽肺组

,

同时与 I
、

I
、

I 期之间心电图改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X ,值分

别为 39
.

8
、

54
.

7
,

P < 0
.

01
。

同时显示出
,

随着矽肺

期别的升高
,

心电图的异常率也在上升
,

随着矽肺临

床级别升高
,

心电图呈肺心病的改变 也 在 上 升 (见

2
.

1
、
2

.

2结果 )
。

主要表现在心电图为
:

Q R S 额面平

均电轴> 90
。 ,

在V : 导联上 R / S > 1
、

V , R s/ < l
,

此

外出现典型的肺型 P 波
、

完全或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

滞
,

肢体导联低电压等
。

这可能是由于肺气肿形成后

造成肺通气障碍
,

肺动脉压长期升高引起心室后 负荷

增加
,

右心室代偿性肺厚
,

以致右心功能不全
,

继而

使心电生 理
、

束支的传导过程发生改变
,

因此
,

引起

心电图的上述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