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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 4~ 1 0x 1 0
’

/ L
。

2
.

1
.

1噪声组与对照组工人的血色素含量平均 值 比

较
,

有非常显著差异 (男 u = 4
.

02
,

女u = 1 2
.

06
, P 值

2 观察结果 均 < 。 .

01 )
。

两组血色素降低阳性率比较
,

噪声组显

2
.

1 血色素变化 著高于对照组 (见表 1 )
。

表 1 噪声组与对照组工人血色素降低阳性率比较

男 女

组 别

一一
例数 阳性数 阳 性率% X Z P 例数 阳性 数 阳性率 % x Z P

噪声组

对照组

1 4 8 4 6

1 4 1 1 5

3 1
.

0 8 5 9
.

3 0

9 5
.

6 1 < 0
.

0 1

1 0
.

6 3

2 5 8 1 5 3

1 8
.

1 2 < 0
.

0 1

1 2 2 8 6
.

5 5

2门
。

2 对条件相似的牵伸工 (均为男工 ) 和卷绕工

(均为女工 ) 血色素降低阳性率比较
,

女工显著高于

男工 (见表 2 )
。

表 2 噪声组男女血色素降低阳性率比较

性 别 例 数 阳 性数 阳性率 义 Z P

男 1 4 8 4 6 3 1
.

0 8

2 6
.

4 6 < 0
.

0 1

女 1 5 9 9 6 6 0
.

3 8

2
。

1
.

3 对不同接触噪 声强度
、

不同工龄和不同 听 损

率的噪声组工人的血色素降低阳性率比较
,

未见明显

差别 ( P 值均 > 0
.

0 5)
。

又对高温和常温操作的噪声

组工人的血色素降低阳性率比较
,

也未见 明 显 差 别
x , = 0

.

2
,

P ) 0
.

0 5 )
。

2
.

2 白细胞变化

白细胞总数的平均值在噪声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

异 ( u = 0
.

0 8
,

P ) 0
.

0 5 )

3 讨论

3
.

1 生产性噪声对工人外周血象的影响
,

国内 外 报

道尚少
,

就笔者查阅到的文献中
,

报道大致有两种结

果
,

其一是长期接触噪声工人
,

白细胞总数增加 (主

要为中性白细胞增加 )
,

而血色 素无变化 , 但另一种

报道较多的结果却与此相反
,

认为在长期接触噪声作

业下
,

白细胞总数减少 ( 以中性白细胞减少为主 ) 或

无变化
,

而血色素却降低
。

本文调查结果与第二种报

道基本相同
。

3
.

2 关 于接触噪声的男
、

女工人血色素降低阳 性 率

有无差异的间题
,

在有关文献中未见阐述
,

本文调查

结果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

是否为接触噪声的女工对此

指标的敏感性更强于男工所致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至

于血色素降低与噪声强度
、

接触工龄以及听损率之间

的关系问题
,

有关文献中也未见阐述
,

本文调查结果

未见与这 些因素有平行的关系
,

其原因似不能以生产

环境和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干扰来解释 (本文调查中已

基本排除 ) ,

此间题也尚需进一步矶究
。

弓
.

3 关于噪声对周围血象的影响机理
,

国内学者认为

噪声可使脑垂体一肾上腺皮质系统和机能亢进
,

且肾

上腺皮质激素的代谢产物尿 中V M A含量也有增加
,

此

结果可导致白细胞和血色素增加
。

但另有文献报道
,

噪

声对大白鼠中V M A 含量影响的实验观察结果
,

在接触

95 d B (A ) 以上噪声组的大白鼠
,

尿中V 五4A 含量比

实验前明显降低
,

此结果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
,

但

可解释噪声能引起血色素和白细胞降低的现象
。

锰对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研究
河南省新乡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4 5 3 0 0 3) 魏进 军 魏守才 阎 莉 褚凤梅 周喜歧

河南省新乡市电池厂 赵新州

锰中毒的亚临床阶段症状往往不明显
。

为了探讨 打电和拌粉作业男工 62 人
,

对照组为某电机厂无职业

锰对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
,

我们对62 名锰接触者进行 性毒物接触史的拍名男工
,

两组基本情况相近
,

见表 1
。

了行为功能的观察
,

以了解锰对人体神经行为功能的 1
.

2 调查方法

影响特征
,

为制订卫生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

1
.

2
.

1 车间空气锰浓度测定 在与锰接触者密切相关

的 15 个作业点
,

共 22 个样品
,

用滤膜采 样
,

以 SL力n in

1 对象和方法 速度抽取空气 10 o L
,

样 品分析用原子吸收光谱法
。

1
.

1 调查对象 接触组选择某电池厂与锰接触密切的 1
.

2
.

2 行为功能测验 按照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神经



1 4 8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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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对 象 基 本 情 况

年 龄 文 化 水 平

组 别 人 数 _
, ,、

` 、 、 , *

( X 士 S D )

接 触 组

对 照 组

3 1
.

0士 8
.

6

3 0
.

5土 9
.

3

9 ( 1 4
.

5 ) 2 9 ( 46
.

8 ) 2 4 ( 3 8
.

7 )

6 ( 15
.

0 ) 1 7 ( 4 2
.

5 ) 17 ( 4 2
.

5 )

,自八Un卜óJ任

注
:

括号内为百分数

行为核心测试方法要求顺序进行
。

主试者固定
,

统一

导语
,

测试环境安静
、

无干扰
,

测试前 4 小时服 用镇

静药及饮酒者一律不做测试
。

测验项 目包括
:

情感状

态特征
、

简单反应时 (使用国产 D F 一 2 型反应时测试

仪 )
、

数字跨度
、

圣他
·

安那提转敏捷度
、

数字译码测

验
、

视觉保留侧验和 目标追踪测验 I
。

1
.

2
.

3 测验得分进行 t检验
,

比较接触组
、

对照组及

不同接触工龄间的差别
。

枢神经系统不 良作用的一种敏感方法
。

表 2 行为功能测试得分比较 ( X 士 S D )

洲脸项目 接触组
( 九 = 6 2 )

对照组
(作 = 4 0 )

2 结果

2
.

1 车间空气锰浓度

接触浓度为 (换算成 M h O : ) 。 .

0 4~ 。
.

7 5m召/

m
’ ,

几何平均浓度 o
.

2 5m g /m s 。

2
.

2 行为功能测 试

六项情感得分
,

接触组在紧张
、

优郁
、

愤怒
、

疲

惫 四方面的均值均高于对照组
,

经 七检验有非常显著

意义 ( P < 0
.

0 1 )
。

行为功能测试得 分除最慢简单反应

时和视觉保留两项接触组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外
,

余各项均有非常显著差异 ( P < 0
。

0 1) 或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见表 2
。

将接触组按接触工龄分为 1~ 5年组 ( ” 二 27) 和

> 5 年组 ( n = 3 5 )
,

分析其行为功能与接触工龄的关

系
,

由于两组间接触浓度与文化水平无明显差异
,

因

此直接进行比较
。

结果显示随作业工龄的 延 长
,

优

郁
、

疲惫
、

数字跨度
、

非利手提转敏捷度及数字译码

得分越差
,

余各项得分均无统计学意义
。

紧张
一

焦虑 1 6
.

6 ` 士 2
.

c 4 * 1 3
.

4 5 士 5
.

4 2

忧 郁
一

沮丧 18
.

4 5 士 8
.

创
.

1 2
.

9苏士 8
.

31

愤怒
一

敌意 16
.

77 士 6
.

“ . 13
.

毕 士 6
.

64

有力
一

好动 1 5
.

0 3土 5
.

55 2 0
.

25 士 d
.

6 3

疲惫
一

惰性 。
.

9 0 士 6
.

2 1 . 5
.

47 士 4
.

2 1

困惑
一

迷茫 1 2
.

7 0 士 3
.

3 4 11
.

7 5 士 2
.

5 6

简单反应时 均值 。
.

6 6 士。
.

17 八 。
.

52 士。
.

11

(秒 ) 最快 0
.

4 1 士 0
.

0江八 0
.

35 士 0
.

Q7

最慢 1
.

11 士 0
.

5 1 0
.

56 土 0
.

3 6

数字跨度 12
.

1 1 士 2
.

2 2八 2 5
.

12 士 1
.

7`

提转敏捷度 利手 2 5
.

4 0 士 2
.

1 6八
.

3 0
.

27 士 5
.

5 5

非利手 2 2
.

0。士 4
.

8 3
.

2 5
.

10 土 4
.

0 3

数字译码 3 5
.

0 5 上 21
.

4 4 . 5 5
.

4 5土 26
.

4 5

视 觉保留 6
.

75 士 1
.

80 7
.

湘 士 1
.

54

目标迫踪 1 1七0
.

5 8 士 2 0
.

26
. 2 0 0

.

9 2 士 5 6
.

25

. 与对照组比 较 P < 。
.

0 1 , △与对照组比较 P < 。
.

0 5

3 讨论

锰对机体作用的主要靶器官为中枢神经系统
,

病

变集中在脑灰质和基底神经节
。

有研究发现
,

在慢性

锰中毒的 25 种非特异的神经系统症状和体 征 中
,

疲

乏
、

耳鸣
、

手指震颇及易激动与对照组比有 显 著 差

异
,

认为心理运动行为检测
,

可作为早期检测锰对中

本调查结果表明
,

锰对机体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
,

情感方面趋于疲惫
、

.

忧虑多 反应时间延

长
,

注意力
、

记忆力减退
,

眼手协调能力尤其是手的

运动反应速度明显降低
,

且随接触时间延长影响亦越

明显
。

结果表明
,

锰接触者神经行为功能的改变与对

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
,

提示长期接触锰可引
·

起机体神

经行为功能的改变
。

本次调查尽量排除混杂因素
,

但

因性别限制
,

样本较小
,

未做毒物接触水平与效应的

相关
,

上述结论有必要进一步调查验证
。

文献报道
,

空气中锰浓度约为 0
.

sm g /功
,时

,

非

特异的症状和体征就可出现
,

主观症状和反常行为往

往是健康损害仅有的早期指征
。

作者认为
,

用行为功

能检测的方法探求锰对接触者早期神经系统功能的潜

在损害是合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