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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女工行为功能研究
张玉敏

`

许 国英
`

崔金山
`

张宝珍
,

宋 杰
,

曹 足
,

裴秋 铭
,

提 婆 本文选用 w H o 推荐N C r B测试了缝纫女工的神经行为功能
。

结果发现
,

缝纫女工的行为

功能总分
、

P O M S
、

S R T
、

S A M D T
、

P A J 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刀 1 )
。

缝

纫女工的行为功能总分
、

P O M S
、

S R T
、

S A M」〕 T
、

P A
we
l 得分从 。 年一工龄组始就明显低于对照组

,

并与工龄呈明显负相关 (P < O 、 0 5)
,

经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年龄
、

学龄因素对本测试结果无影响
,

进一步

说明上述结果确系环境中各种不良因素联合作用所致
。

美健翻 神经行为核心测 验组合 行为功能 缝纫女工

缝纫女工作业的主要危害因素为生产环境

的噪声
、

照度
、

微小气候
、

劳动体位
、

作业紧

张度等
,

主要影响作业 女 工 的 神 经 行 为 功

能
` ’
川

3 , 。

本研究为全面评价缝纫车间生产环境

中不良因素对女工健康的影响
,

应 用 WH O推

荐的神经行为核 心测验组合 ( N C T B ) `” ”
对作

业女工的神经行为功能进行了研究
。

1 测试对象与方法

1
.

1 生产环境测定 于 1 9 9 2年 5 月 份 第 一 周

末
、

第二周末体检期间按常规方法测定两个本

次调查对象工作的缝纫车间不同地点的气温
、

气湿
、

风速
、

车间噪声强度
、

工作台照度
。

1
.

2 测试对象 缝纫女工选自某服 装 厂 两 个

缝纫车间工龄一年以上
、

年龄 40 岁 以 下
、

文

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无精神
、

神经性疾病和手

部外伤史的机工 10 6名
,

对照组为年龄
、

工龄
、

文化程度与缝纫女工相近的宾馆服务员
、

行政

人员
,

共 1 06 名女同志
,

两组测试对 象 基本情

况见表 1
。

1
.

3 测试和资料统计方法 全部受检者均

在同一环境中
,

使用同一仪器
,

经 统 一 培 训

裹 1 测试对象基本情况

年 匕令 (岁 ) 职业工 龄 (年 ) 文化程 度

组 别 例 数
范 圈 二女土 S D 范 围 X 士 S D 高

r

于
“

(人 ) 初中 (人 )

学龄 (年 )

X 士 SD

óUO甘

1096
t才对照组

簇触组 :::
2 1~ 艺8

2 0 or 3 8

3 3
.

6 土 4
.

7

3 1
_

4 士 5
.

4

2 ~ 16

2 ~ 17

10
.

7 土 4
.

9

10
.

2上 5
_

2

1 士 0
.

5

1 士 0
.

6

的专业人员测试
,

各项测试所得粗分转化为标

准分等方法均按文献进行
“ ,。

各行为测试得分

选用及评价亦参照文献进行
“ , ,

其中简单反应

时仅用平均反应时数据
,

情感状态是应用 6个方

面得分之和作为该项总分
,

圣他
·

安娜手工操作

敏捷度测验所用数据为顺反手的均值
,

P A一 I

本文应用的为两次正确点数得分均值
。

进入本

文分析的各项数据应用微机进行 t 检验
、

F 检

验
、

直线相关及多元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生产环境测定 该服装厂为一较大的服装

加工厂
,

有八个车间
,

本次仅对两个缝纫车间

进行两次测定
,

结果见表 2
。

衰 2 缝纫车间生产环境测定结果

侧定项 目 翻定 点数 范 围 X 士 SD

工作 台照度 (玩 ) 通0 1 2 5一 3 7 0 2 4 7 士 4。

车 间噪声 d B ( A ) 2 0 6 5~ 87 7 4 士 4

气温 (
O

C ) 2 0 19~ 2 5 2 1士 1

相对握度 (% ) 2 0 6 0~ 9 0 7 9士 10

风速 (m / s ) 2 0 0
.

5~ 0
,

1 2 0
.

0 7 止 0
.

0 2

1
.

沈阳医学 院预防 医学 系 ( 1 10 0 3 1)

2
.

沈阳医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

3
.

沈阳市大东 区卫生防痰站

Òn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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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组与对照组行为测试结果比较 (标准分 )

对 照 组 接 触 组
浏试项 目 例玫

X 士S D

T 值

.匕贬
之 U内 b内 b内 b内 b内 bnó n. n. n. n. n.内公内公

工
J

工
J

工
J

工
J

工
J

工
J

,1,JP O h I S

S R T

S A r匹D T

D S P T

D S Y T

B V R T

P A
一
I

T O T A L

CC
.

1 士 7
.

6

C忍
.

忍土 0 2

C 3
.

5 士弓
.

4

4 9
.

6 士 8
.

5

5 0
.

1 士 1 1
.

弓3
.

1 士 8
.

8

6 弓
.

0 士 9
.

4

通1 1
.

2 士 2 4
.

石1
.

7 士 9
.

8

5 1
.

0 士 4
.

7

5 1
.

9 士 8
.

2

4 8
.

8 士 1 0
.

2

47
.

4 士 9
.

3

5 1
.

9 士 9
.

1

4 9
.

2 士 9
.

7

只52
.

5士 2 1
.

8

1 1
.

9 7

1 1
.

12

1 2
.

1 9

0 6 8

1
.

8 3

0
.

9 7

12
.

1 4

18
.

4 8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 Q
。

0 5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2
.

2 行为功能测试得分 结果见丧 3
。

从表 3

可见各分测验中
,

情感状态 (P O M )S
、

简单反

应时 s( R T )
、

圣他
·

安娜手工操作敏捷度试验

( S A M D T )
、

目标追踪 (P A
一

)I
、

行为功能总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1 )
,

余者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鉴于本研究为非配对设计
,

组 间差别可能

被混杂因素影响所掩盖
,

故作 了总分与可能影

响因索的多元回归分析
,

并建立了回归方程
,

总分与年龄
、

学龄
、

工龄两两相关 系 数 分 别

为 一 0
.

0三8 8
、

一 0
.

I J 8 6
、

一 O
,

5
’

5 7
,

结果表明

本研究结果工龄与总分呈明显负 相 关
,

其 相

关系数有非常显著意义 (P < 0
.

01 )
,

年龄
、

文

化程度与总分无相关性
,

相关系数 无 显 著 意

义 ( P > 0
.

0 5 )
。

回归方程为
:

g = 3 5 8
.

5 6 8 -

0
.

0 2 9 x
,
+ 1

.

9 6软
: 一 2

.

2 7 8x
,

及 进入回归方程

式的有关参数见表 4
。

从回归方程式中可见工

龄贡献率最大
,

由于本研究严格控制了影响行

为功能的主要因素
,

年龄和文化程度
,

故本研

究结果年龄和文化程 度对行为功能总分未产生

有意义的影响
。

2
.

弓行为测试得分与工龄关系 各工龄组 间
、

表 4 接独组行为总分以及其影 响因素多元 回归式有关参数

呀占计值

标准误

复相关

系数 ( r )

进 入 方 程 式 变 量

名 称 S E B

18
。

47 0 2 年龄 (X )I

学 龄 (X Z )

工 去擎( X 3 )

0
.

0 0 2 8

0
.

4 4 7 8

1 4
.

5 36 4

0 5 4 8

8 4 2 7

5 9 7 5

一 0
.

0 07 6

0
.

0弓7 7

一 0
.

5 4 17

0
.

95 7 7

49 10

0 0 0 2

各分测验得分
、

行为总分结呆见表 5 ,

与工龄关

系结果见表 6
。

从表 5 可见 .S A M D T
、

D s p T
、

D S Y T 行为总分经 F检验各工龄组间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或显著性 ( P < 0
.

。立或 0
.

0 5 )
,

经 Q险验

.S AM D T 15 年以上工龄组
、

功 年 ~ 工龄组 与

O年~ 组比较差异有高度显著性和显著 性 ( P

< 0
.

01
、

0
.

0 5)
,

15 年以上工龄组与 5年~ 工龄组

差异有显著性 (P < 0
.

05 )
,

D S P T 15 年以上和 10

年 ~ 工龄组与 O 年 ~ 工龄组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1 )
,

15 年以上和 10 年 ~ 工龄组
.

与5年~

工龄组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D S Y T 15 年

以 L工龄组 与其他各工龄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

性 (P < 0
.

0 5 )
,

行为总分巧 年 以 上 和 10 年

~ 工龄组与 O年一工龄组差异均有 高 度 显 著

性 。P < 0
.

01 )
。

从表 6 可见行为总分与工龄呈

非常明显负相关
,

相关系数有非常 显 著 意 义

(P < 0
.

01 )
,

D S P T
、

D G Y T
、

B V R T 与工龄呈

明显负相关
,

相关系数有显著意义 (尸 < 0
.

仃5)
。

3 讨论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被认为是反应神经系统

亚临床损伤的灵敏指标
,

测试方法简便
,

对受

检者无害
,

特别适用于多种有害因素联合作用

的综合评价
。

为此本文选用W H O推荐的 N C I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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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龄接触组行为测试得分F 检验结果 (标准分X )

O 年 ~组

( 2 1例 )

5 年 ~组

( 2 1例 )

1 0年 ~组 15 年以上组

( 38例 ) ( 2 5例 )

八甘ùO八.乃éóU
ó
Un.nén甘八én.n

目
八.n

i九Uné>> <V <A卜灯54.51.57.54.51.5.51. 67 36
P O M S

S R T

S A M D T

D S P T

D S Y T

BV R T

P A
一

l

TO A TL

5 1
.

6

5 3
.

3

5 1
.

5

忍O
_

3

::::

嘿
3 61

.

2 4

5 0
.

1

5 0
.

1

5 1
.

5

47
.

1

4 6
.

0

5 0
.

1

48
.

1

4 3 3
.

7 1

4 7
.

0

4 5
.

7

4 4
.

4

4 9
.

8

4 9
.

7

8 3 3
.

12

1
.

4 6

0
.

7 5

5
.

92

5
.

1 1

3
.

1 0

2
.

2 6

0
。

4 3

2 2
.

3 6

表 6工龄与各分测验得分总分相关系数

P O M S S R TS A M D TD S P TD S Y T BV R TP A
-

TO TA L

R 值 一 0
.

万2 5 3一 0
.

2 2 5 1 一 0
.

2 31 9一 0
.

2 1 1 8 0
.

04 1 9一 0
.

5 4 5 7

P 值 > 0
.

QS > 0
.

5 0 < 0
.

01 < 0
.

5 0 < 0
.

5 0 < 0
.

05 > 0
.

5 0 < 0
.

1 0

方法评价了生产性噪声
、

微小气候
、

照度等因

素对缝纫女工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本研究严

格控制了年龄
、

文化程度对行为测试总分及各

分测验得分的影响
,

并对上述影响因素经多元

回归分析证明年龄
、

文化程度对本次各检查指

标未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

故认为本 次 结 果 可

靠
,

能较好的综合反应环境中多种不良因素对

女工行为功能的影响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该生产条件下缝纫女

工的神经行为功能差于对照组
,

女工的心理状

态
、

注意力和反应速度
、

手工操作敏捷度
、

心

理活动稳定性受到一定损害
。

这些损害与女工

主诉头痛
、

睡眠障碍
、

视觉疲劳
、

全身疲乏
、

关节酸痛
、

手部活动缓慢
、

手指麻木的症状相

一致
,

亦与文献报道相一致屯
“ ,。

说明神经行为

功能测试指标确能把反应神经系统较早期受损

不易定量的症状定量化
,

便于客观地评价生产

环境对人体的早期损害作用
。

缝纫女工神经行

为功能差于对照组可能是由于生产环境中的噪

声
、

不适的微小气候
、

长期的强迫体位
、

高度

紧张和过分集中的精神状态
、

视觉的高度集中

及视野较小所致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作业女工中不同工龄

组间随工龄增加行为功能受损的程 度 加 重
,

且行为总分及某些指标与工龄呈明显负相关
,

说明缝纫女工行为功能差于对照组确系生产环

境中各种不良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

说明在该生

产条件下对缝纫女工并非安全
。

虽然
.

单一有害

因素均低于国家卫生标准
,

但多种有害因素综

合作用机体仍可产生行为功能的损害作用
,

因

此在制定卫生标准时应考虑多种不 良因素联合

作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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