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9 9 4年第 7卷第 3 期 1 45
-

·

论著摘要
·

电焊作业对工人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研究

郑玉新 * 1庞淑兰
`

彭瑞 民
,

韩向午
’

梁友信
’

电焊作业中接触以锰为主的多种神经毒性物质
。

工人行为功能的影响
。

锰的靶器官是中枢神经系统
,

接触锰的早期表现为神

经和精神系统的功能改变
,

晚期则累及锥体外系
,

产生 1 对象与方法

不可逆的损害
。

现行的锰中毒诊断标准中列入了有关 1
.

1 研究对象

神经和精神系统改变的指标
,

但是 目前还缺乏与之相 以某发电厂无锰中毒宝状的电焊作业工 93 人为接

配套的
、

定量化的及客观化的评价方法
。

行为毒理学的 触组
,

同一工厂的不接触职业性神经毒物的其它工种

发展为之开辟 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

本文采用了世界卫 如机械工
、

检修工
、

除灰工和食堂工人等 103 人为对

生组织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组合 ( W H O 一 N C T B ) 照组
。

两组的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和劳动强度基本

对洲名 电焊作业工人进行了测试
,

以探讨电焊作业对 一 致
。

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

表 1 调查对象 的基本情况及均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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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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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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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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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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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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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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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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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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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神经行为测试方法

严格按照W H O 一 N C T B测试指南 〔梁友信
.

介绍

W HO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

工业卫生与职

业病 1 9 5了多 2 3 ( 6 ) : 3 3 1一 3 3 9〕 的要求进行
。

该测验系

统包括
:

情感状态特征
、

简单反应 时
、

数 字 广 度
、

S a nt a A n a 提转捷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保留和 目标

追踪 I 共七个分测验
。

按测试指南的要求控制误差
,

测试在安静
、

光线适宜的房间内进行
。

1
.

3 空气中锰尘
、

锰烟 的测定
。

由工厂提供近两年的环境监测资料
。

七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

电焊作业工人的情 感 状 态 特

征表现为紧张
、

忧郁
、

愤怒和疲惫四项情感要素得分

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

接触组的 反 应 速 度 降 低
、

S a nt a A n a 提转捷度
、

数字译码和 目标追踪 I 得分

两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
。

2 结果

该厂近两年的 21 个样品测定结果为
:

粉尘的几何

均数为 1 9
.

3m g / m , ( 6
.

9~ 32
.

sm g /m
3 ) , 二氧化锰

的 LJ 何均数为 i
.

o sm g /m
3 ( 0

.

14~ 5
.

z om g / n 13 )
。

工

人在电焊作业中使用多种型号的含锰焊条
。

表 2 为神经行为测验的统计分析结果
。

经两组间

3 讨论

在低浓度锰的长期作用下
,

接触者可出现高级神

经活动失调
,

但是其症状缺乏特异性
,

用一般的间诊

或临床检查方法尚难以客观
、

定量地表示
,

而神经行

为学方法则可弥补其不足
。

本研究中的电焊作业工人

在临床体检
、

脑电图
、

尿锰均无明显异常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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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工人 N C T B测定结果 ( X士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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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神经行为测验结果劣于对照组
。

提示电焊作业

中长期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 (锰尘和锰烟 ) 对焊工的

行为功能是有影响的
,

主要表现为情感
、

反应速度和

运动协调等方面改变
。

这与有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中枢神经系统是锰的靶器官之一
,

若长期接触累

及到锥体外系
,

则可造成器质性的损害
,

一般很难恢

复
。

所以早期发现锰的效应
,

探讨敏感的健康监护和

早期检侧指标一直是职业卫生研究中 的 重 要课题之

一
。

人们从神经生理
、

神经生化及生物监测等多方面

研究来解决这一 间题
,

取得了一些进展
。

应用神经行为

毒理学指标可以在脑电图
、

尿锰未见异常条件下
,

发

现两组之 间测试结果的差异
,

提示这类指标的灵敏度

相对较高
,

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有可能

成为一 种对电焊工人进行健康监护的重要补充手段
。

(本院预防医 学系 91 级 毕业 生 王 国立
、

刘和 亮
、

贾建

茹
、

张瑕波参加本课题 的现场工作
。

)

生产性噪声对工人外周血象影响的探讨

江苏仪征化纤公司职防所 ( 2 1 1 4 5 1) 施金敏 顾立 铭

噪声是常见的生产性有害因素
,

本文就其对非特

异性改变中的外周血象变化进行观察及初步探讨
。

1 现寮对象与方法

选择某化纤公司涤纶厂纺丝车间的卷绕
、

牵伸工

和包装织物厂的织机工为观察对象
,

其中牵伸工 1 48 人

(均为男工 )
,

卷绕工 159 人 (均为女工 )
,

织机工

9 9人 (均为女工 ) ; 年龄 2 1~ 3 1岁
,

平均 2 4
.

9岁 , 噪

声作业工龄 1一 9 年
,

平均 6
.

4年
。

接触噪声 强 度
:

卷绕
、

牵伸工都为平均 84 d B ( A )
,

织机工平均 92 d B

(A )
。

现场夏季气温
:

纺丝车间 3 6
.

5一 39
.

驴C
,

织

机车间为常温
。

同时选择与接触组在同一生活区居 住

的该公司机关
、

后勤系统不接触任何有害因素的青年

职工 263 人作为对照组
,

其中男 141 人
,

女 122 人
,

年龄

2 2~ 31岁
,

平均 2 4
.

5岁
。

临床检查包括询间职业史
、

病史
,

作内科
、

耳鼻

咽喉科检查并作电测听和外周血象检查
。

血色素含量

正胃值 以男〕 “ g/ L ,

女 11( g /L为下『仁
,

白细胞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