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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交通警健康调查及作业环境条件分析

洛阳市职业病防治所 ( 4 7 10 0 0) 田 维和 王 宣旗 王希珍 刘学敏 黄万 仓 张 洁 王 克敏
*

为了解交通苦身心健康和环境污染的关系
,

给治 的有关资料表明
,

市 区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7 3
.

4分

理交通环境提供科学的依据
,

我们对洛阳市交通环境 贝 ( A )
,

市区 2 04 条路段有 7 7
.

2 % 的路段超过G B 3 o 9 6
一

和交警健康状况进行了综合调查
.

82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中的规定 〔交通干线路两

侧昼间为 70 分贝 ( A ) 〕
。

1 对 t 和方法 市区总悬浮微粒年 日平均浓度为 0
.

5 96 毫克 /标立

1
.

1 对象 以 2 09 名男性外勤交通警为调查对象 (包括 方米
,

二氧化硫年 日平均为 0
.

0 99 毫克 /标立方米
,

降

固定警
、

流动警
、

岗亭警 )
,

年龄 2。一 60 岁
,

平均年 尘年平均值为 1 8
.

7 3吨 / 日
·

平均公里
。

根据G B 3 o 9 5

龄招
.

1岁 , 工龄 1 ~ 42 年
,

平均工龄 12
.

3年
。

对照组为
一 2 《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 ,

我市整体环境状况为总悬

未从事过外勤工作的 36 名机关公安人员
,

年龄 20 ~ 59 浮微粒超标 0
.

99 倍
,

二氧化硫超标 0
.

3 9倍
,

氮氧化物

岁
,

平均 3 9
.

5岁 , 工龄 1 ~ 44 年
,

平均工龄 1 4
.

5年
。

未超标
,

降尘超标 0
.

38 倍
。

交通稠密区总悬浮微粒超

1
。

2 方法 卫生学调查以我市 1 9 9 1年环境状况公报公 标0
.

3 4倍
,

二氧化硫超标 1
.

3倍
,

氮氧化物未超标
。

布的有关资料为依据
。

对每个受检对象作职业史和病 .2 2 健康检查

史的询河
,

一般内科检查
、

五官科检查
、

化验检查 (血 2
.

2
.

1 自觉症状 交通替的自觉症状主要表现有神经

常规
、

肝功能
、

碳氧血红蛋白 )
、

B 型超声波检查
、

衰弱症候群
、

咳嗽
、

咳痰
、

腰疼
、

关节酸痛和下肢胀

X 线胸透
、

心电图描记 (用日本产 E C G 一
6 1 5 1型心电 痛等

,

尤 以下肢胀痛较为突出
,

占交通警受检人数的

图 ) 和听力计测试 〔用新校对过的国产 T L J一 1型听力 3 6
.

4 %
,

对照组占 19
.

4 %
,

有显著性差异 ( P < 。 .

0 5)
。

计
、

测听室本底噪声 < 加分贝 ( A ) 〕
。

2
.

2
.

2 心电图描记 交通警心 电图 的异常改变为窦性

心律不齐
、

传导阻滞
、

左室高电压
、

心室供血不足等
,

2 结果 占37
.

8 % , 对照组占 1 9
.

4 %
,

两组对比有显著性差异

.lz 卫生学调查 据洛阳市 19 91 年环境状况公报公布 (P 0< .05 o) 详见表 o1

衰 1 心电图异常结果比较

_
里互律失常 传导 阻滞 心 室变 化

组 别 宾性

不齐
宾级 不完右 左前 半 供血

不足

其它 合计 %

交通苦 ( 2 0 9名 )

对照组 (3 6名 )

3 8 1 2

2
.

2
.

3
·

P < 0
.

0 5

听力测试 李检对象分级标 准
:
高频 听 团 衰 2 听力 测试结果比较

》 3 0分贝
、

语频均值 ( 0
.

5
、

2
.

0
、

2
.

o k H z ) ) 2 5分贝
、

定为有听力损伤 , 在高频损伤的基础上
,

语频均值达

2 5一 40 分贝定为 I 级 (轻度耳聋 )
,

达 41 ~ 55 分贝定为

I 级 (中度耳聋 )
,

达 56 ~ 70 分贝定为 I 级 (重度耳

聋 )
。

交通警听力损伤和耳聋占2 7
。

8 %
,

明显高于对

照组 9 % ( P < 0
。
0 5)

,

详见表 2
。

2
.

2
.

4 碳氧血红蛋白侧定 (氛氧化钠法 )交通普碳氧血

红蛋白超过 10 % 以上的占3 8
.

3%
,

对照组占 9
.

0%
,

经

统计学处理
,

两组对 比有 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2
.

2
.

5 另外在检查中还发现 仃部分交通警患有下肚静

组别
听力

损伤

轻度

耳聋

中度

耳聋

宜度

耳聋
合计 %

交通誉
( 2 0 9名 )

对照组
( 3 6名 )

4 4 1 1 5 8 2 7
.

8

P < 0
。

0 5

脉曲张
、

高血压
、

肝功异常
、

视力减退和呼吸道慢性

炎症等与职 业有关的疾病
。

详见表 3
.

.

洛阳市交通誉察支队



·

1 68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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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疾病检出率比较

交通警 (2 0 9名 ) 对照 组 ( 3 6名)

大 刀 ”
例 %例 %

视力减退

色 弱

色 盲

慢性 鼻炎

慢性咽 炎

支气管炎

肺 结 核

肝功异常

高 血 压

静脉曲张

31

5

5

12

1 0

5

2

2 1

2 9

8

14
.

8

2
.

4

2 4

1 3
.

9

:
’

; 2
.

8

:
.

:
1 3

.

9

3
.

8

3讨论与分析

3
.

1城市的交通环境污染以交通噪声为主
,

其次还有

粉尘
、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硫
、

氮氧化物等
。

我市为中

等工业城市
,

地处中原
、

交通发达
,

车流量大
,

主要

干道 日平均每小时 35 0一 1 8 2 0辆次
。

市区交通噪声平均

等效声级为 7 3
.

4分贝 ( A )
,

市区 2 04 条路段有 77
.

2 %的

路段超过国家G B 3 0 9 6
一

8 2中的规定
,

其质量属
“

坏
”

等级
,

同全国一些中等城市的监 测结果基本一致
。

3
.

2 交通噪声对听力影响
:

噪声对听力的作用是引起

耳聋
。

工业噪声的科学研究既早又多
,

积累了许多宝

贵经验
,

国家已把噪声性耳聋列为法定的职业病病种

之一
。

交通噪声属于不稳定的无规则噪 声
,

对人体的

危害肯定大于同声级的稳态噪声
。

因此
,

这种不稳态

的噪声再加上其它有害因素对交通警 易造 成一定的危

害
。

国 内学者已做不少 调查研究工作
,

如湖南罗世昌

等 ( 19 9 1年 ) 报道
:
对交通警听力测试

,

是以高频听

力损失为主
,

未见语频听力损失
,

与同声级稳态噪声

的高频听力损失对比有显著性差异
。

我们在调查中发

现
,

交通警不仅是 以高频损伤为主
,

而且语频听力也

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

参照河南省噪声性耳聋暂行诊断

标准
,

诊断出交通普听力损伤和各种耳聋 58 名
,

占受

检人数的 2 7
.

8 %
,

高于对照组 4 名
,

占 9 %
,

两组对

比有显 著 性 差 异 ( P < O
。

0 5 )
。

说 明 长 期暴 露 在

70 ~ 80 分贝 ( A )的交通噪声中的交通警可引起听力损

伤甚至耳聋
。

3
.

3 交通噪声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噪声可使交感神

经兴奋
,

从而出现心跳加快
,

心律不齐
,

心电图 T波

抬高或缺血型改变
,

传导阻滞
,

血管痉挛
,

血压变化

等现象
。

从心电图描记结果分析
,

交通警的心电图异

常是以窦性心律不齐较为显著
。

其次为左室高电压
、

传导阻滞
、

心室供血不足等
。

观察组与对照组对比有

显著性差异
,

同有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交通警心血

管系统的改变不单纯是受交通噪声的影响
,

而且与工

作环境中精神高度紧张
,

长期站立及往返走动
、

劳动

强度较大等因素有关
。

努力改变作业环境
,

加强 自动化

管理手段是预防交通警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措施
。

3
.

4 机动车辆的废气污染对交通瞥健康的影响
:

由于

城市区南来北往的机动车距交通警指挥位置过近
,

因

此
,

交通警吸入机动车排除的废气主要为一氧化碳
,

所以我们对交通警进行了碳氧血红蛋白含量的测定
。

正常人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极微
,

通常仅占血红

蛋白总量的 。 .

5 %左右
,

而吸烟者血液中的碳氧 血 蛋

白可达 5 一 10 %
。

本次调查中为 了排除吸烟对碳氧血

红蛋白的影响
,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了吸烟量的摸

底
,

公安交警人 员虽吸烟较普遍
,

但在工作紧张的环

境中不允许吸烟而吸烟量均不大
。

调查中选择吸烟量

在 1 一 10 支 /天以下的人员
,

两组作同等条件的比较
。

交通替碳氧血红蛋白超过 10 % 以上者 3 8
.

3%
,

对 照

组占 9 %
,

两组对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由此可见
,

交通警时常受到低浓度一氧化碳的危害
,

机动车废气对交通警健康的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
。

铅对黄金冶炼作业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 0 0 5 2 ) 刘正军 刘 成 刘 涛 许雪春 李长军 张鸿博

铅对黄金 冶炼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报道甚少
。

本

文 对济源某黄金冶炼厂职业危害现状进行了调查
。

以

了解黄金冶炼过程中的铅危害
,

为改善生产环境
,

采

取防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生产环境劳动卫生学调查

一般概况 该厂建于 1 9 5 8年
,

以 含铅量极高的铅

精矿 (铅
、

金共生矿 ) 为主要原料
,

采用火法高炉冶

炼
,

经过熔炼
,

首先生产大量粗铅
,

然后 通 过 铅 电

解
,

将铅
、

铜等伴生产品分离出来
,

再提取黄金
。

即粗
· - · · - ·

·
.

一 一
`

一 一
_ _

6 0 0~ 6 5 0
0

C

铅
、

杂铅 , 装锅 , 升温熔化二二一 = 布 熔析除铜 , 阴

极浇铸 , 阳极浇铸 , 于 阳极泥中提取黄金
一

, 成 品 入

库
。

阴极板
.

阳极板均为粗铅
,

电解液 为硅氟酸
;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