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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V DT 作业对眼的影响研究

余善法
`

刘 成 王志炜
’

李 深 庞蕴 凡
,

姚敏生
,

近年来
,

国内对有关视屏显示终端 ( V D T )对作

业者健康的影响
,

作业环境及作业系统的工效学问题

进行了很多研究
,

本文仅就V D T 作业对眼及视觉功能

的职业性影响加 以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选择V D T 作业人员 65 人作为 研 究 对

象
,

其中男性 15 人
,

女性 50 人
,

平均年 龄 为 25 岁

(2 1一 2 8)
,

研究对象无明显眼病
。

1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1
.

2
.

1 视力 采用对数视力表进行测试
,

同时调查作

业者就业前的视力检查记录
。

1
.

2
.

2 调节近点 用近视力表法测定
,

自制固定箱
,

将近视力表固定于内箱上
,

外箱上附有刻度
,

眼注视

近视力表
,

将其放于 30 c n比处
,

令受试者向前拉内箱

至不能看清 1
.

时i 中心部 E 字开 口 为止
,

记下刻度数

值
,

即为调节近点
。

1
.

2
.

3 泪 量 用 S hc l r l n e r 试验测量
,

试纸湿润 <

1 0 m m 者为泪液分泌减少
。

1
。

2
。

4 瞬目次数 现场 目测法记录
,

每 15 分钟记录一

次
。

1
.

2
.

5 角膜荧光素染色 滴少许 2 %荧光素溶液于结

膜囊内
,

一分钟后再用 2一 3滴生理盐水轻轻冲洗结膜

囊
,

在暗室内用裂隙灯弱光下观察
。

1
.

2
.

6 临界闪烁融合须率 用数字亮点闪烁仪测定
。

1
.

2
.

了 视度 用 S D 一 I型双目偏振视度仪
,

以 3号
“

C
”

字符为统一视标
,

在 2 00 坟 的照明条件下测定
。

将作

业前视度 ( V : )与作业后视度 ( V z ) 比较
,

V Z < V i 表

示视度下降
,

以 V : / V : 表示视疲劳程度并计算其增

量
。

以上项目除视力和瞬 目次数外均在作业前
、

后各

测定一 次
。

2 结果

从事V D T 作业者工作一年以后视力 < 5
.

0者显著

多于就业前 ( P < 0
.

肚
,

见表 1 )
。

V D T 作业者作业后调节近点显著大于作业前 ( P

< 。 .

01 )
,

而泪量
、

临界 闪烁融合频率和视度值作业后

均显著低于作业前 ( P < 0
.

01 )
,

作业后视疲劳增长量

为 1
,

48
。

此外调查发现 37
.

5 %的V D T作业者泪 液分泌

减少 ( < 1 0 m m
,

见表 2 )
。

检查结果表明 V D T 作业前后角膜荧光素着色率

显著高于作业前 ( P < 0
.

01
,

见表 3 )
。

检查还发现 V D T 作业者在作业期间瞬 目次数呈

下降之趋势
,

且在作业后 30 分钟内即有明显减少
。

表 1 就业前后视力变化

< 5
.

0 > 5

左眼
3 9

2 4

O口n舀丹舀n乙

右眼

就业前

一年后

就业前

一年后

2 6

4 1

2 6

4 2

6
.

93

7
_

89

< 0
.

0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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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作业前后指标变化

作业前

( X 士 S )

作业后

( X 士 S )

亡值

调节近点 ( c m )

泪 量 ( m m )

临界闪烁融合

撅率 ( H z / S )

视度 ( V )

1 0
.

5士 2
.

7

1 3
.

1士 9
.

2

1 2
.

1 士 3
.

1 1
.

1 士 7
.

8
.

7 3

4 3 2

< 0
.

0 1

< 0
.

0 1

25
.

5 士 2
.

7

1 8
.

0 5士 8
.

2 3
.

7 士 2
.

1 2 8 1 士 5

5
.

2 7

4 6
.

3 2

< 0
.

0 1

< 0
.

0 1

表 3 作业前后角膜荧光素着色率 比较

着色 (只眼 ) 未着色 (只眼 )

作业前

作业后

10 8

48

勺̀Ò,工t了

x Z 二 6 5
.

9 3 P < 0
.

0 1

3 讨论

3
.

1 本次研究发现 V D T 作业一年后视力下降人数显

著增加
,

视力下降与调节功能减退有关
。

调节功能异

常可能与视屏显示方式
、

色彩
、

字符亮度
、

对比度
、

字符大小及眩光
、

反射等因素有关
。

视力下降不仅影

响工作效率
,

而且还可诱发作业者的视觉疲劳症状
,

1
。

河 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0 0 5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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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V D T 作业者应经常 测试视 力
,

并矫正视力
.

3
.

2 检查结果表明有 3 7
.

5 % 的 V D T 作业者泪液分泌

减少 ( < 0] m m )
,

且作业后泪量较作业前显著减少
,

瞬 目次数在作业过程中有减少之趋势
。

有 文 献 报 道

V D T 作业两小时后泪量
、

泪膜破裂时间 (B U T ) 就开

始减少
,

泪量减少与瞬 目次数减少
、

泪液蒸 发增加有

关
。

这同本次研究的观察结果一致
。

3
.

3 研究发现 V D T 作业后 眼角膜茹光素着色率显著

高于作业前
,

此外还发现着 色多为散在点状
。

国外有

人认为 V D T 作业者易发生角膜上皮糜烂
,

且角膜损

伤可能与泪液的质与量的改变有关
。

有关角膜着色率

增加的原因 目前 尚无定论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4 本研究用调节近点法
、

临界闪烁融合频率法
、

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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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数法和视度法对 V D T 作业者的视疲劳进行了测

定
,

发现作业 后调节近点值显著大于作业前
,

而临界

闪烁频率和视度值作业后显著低于作业前
,

且瞬目次

数在作业过程 中有减少之趋势
,

与有关文献报道一致
。

用视度来评价职业人群的视觉疲劳在 国内报道尚

少见
。

视度是指物体清楚可见的程度
,

通常在其他视

觉参数不变时
,

物体的视度等于该物体与其背景的对

比度高于其临界对比度的倍数
,

由此可见视度属于视

觉敏感度的范围
。

本次研究发现作业后视度显著低于

作业前
,

作业 后视疲劳增长量为 1
.

48
,

可见 V D T 作

业 2 小时后作业者 已出现明显的视疲劳
,

同 调 节 近

点
、

临界闪烁融合频率
、

瞬 目次数等的测定结果有一

致性
,
说明视度这一指标可用于现场评价视疲劳

。

混苯对作业工人红细胞免疫粘附功能影响的观察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31 0 0 0 6) 叶 榕

苯可抑制脱氧核糖核酸 ( D N A ) 的合成和造血细

胞的分裂增殖
,

从而导致骨髓造血细胞功能减低
,

影

响人体免疫系统
。

苯对白细胞免疫系统的影响
,

如血

清免疫球蛋白的改变
、

白细胞凝集素的出现及淋巴细

胞转化率的降低等 已有报道
。

但苯对红细胞免疫系统

的影响报道甚少
。

本文通过对苯作业工人的红细胞免

疫粘附功能的检测
,

试图探讨苯的免疫毒性和 白细胞

与红细胞免疫之间的关系
,

以及职业性苯接触生物监

测的意义
。

1 材料与方法

飞
.

1 对象 选自 6 个工厂的喷 (油 ) 漆工 64 名 (男

3 5
,

女 2 9)
。

按白细胞计数分为二组
。

A 组
:

W B C

) 4
.

o x l o , / L 者 4 0人 (男 2 5
,

女 1 2 )
,

平均年龄 5 4
.

2

岁 ( 2 2 ~ 5 4岁 ) ,

平均接苯工龄 1 0
.

5年 ( 2 一 3 5年 ) ;

B组
:

W B C < 4
.

0 x 1 0 ’
/ L者 2 4人 (男 7

,

女 1 7 )
,

平

均年龄 4 3
.

1岁 ( 2 2一 5 8岁 )
,

平均接苯工 龄 9
.

7年 ( 2

~ 3 0年 )
。

对照组为不接触任何毒物的健康者 62 人

(武警战士
、

机关干部 )
,

白细胞 计 数 均 在 4
.

0 x

1 0, / L 以上
,

其中男 33 人
,

女 29 人
,

平均年龄 3 5
.

0岁

( 2 0 ~ 5 2岁 )
。

1
.

2 方法 红细胞悬液的配制
,

按照姚仁南 (中国免

疫学杂志
,

1 9 9 1 ) 的微量直接稀释法 ; 红细胞 C , b 受

体花环
、

免疫复合物花环试验按照 郭峰法 (中华医学

杂志
,

1 9 8 2 )
。

补体致敏及未致敏的酵母 菌 冻 干 试

剂
,

由上海长海医院免疫室提供
.

结果

2
.

1 各组 C 3 b 花环试验和 I C花环试验结果 见下表
.

结果表明苯作业组 C 3 b花环率均低于对照组
,

而 I C花

环率均高于对照组
。

各组R B C
·

C 3 b及 R B C
·

I C花 环率测定结果

R B C
·

C 3 b ( % ) R B C
·

IC ( 乡̀ ) W B C ( x I C 9 / L )

分组 ” 一一一二二

一
一二二一一一一-

~ ~

- 花了
.

-
一

一
一

一
X 士 S D X 士 S D X 士 S D

A 组 4 0

B 组 2 4

对照组 6 2

1 9
.

5 士 6
.

4 .

1 8
.

3 士 6
.

4二

2 2
.

9 士 6
.

0

4
.

3 土 2
.

5二

4
.

1 士 2
.

2 .

3
.

0 士 1
.

8

5
.

6 9 士 0
.

9 3

3
.

44 士 0
.

49

与对照组 比较 . P < 0
.

01 二 P < 。
.

00 5

2
.

2 年龄对 C 3 b 花环率结果的影响 苯作业工人按年

龄分为 2 组
,

C 3 b 花环率经 t 检验无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相关系 数 r = 0
.

0 1 5
。

2
.

3 性别对 C 3 b花环率结果的影响 苯作业工人 C 3 b

花环率的均值 士标准差
,

男性例 35 为 19
.

7 士 6
.

2 % ,

女性 29 例为 18
.

3 士 6
.

5 %
。

男女间无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3 讨论

随着免疫学的发展
,

红细胞免疫系统已成为免疫

研究的新领域
。

红细胞具有清除循 环 免 疫 复 合 物
( C I C ) 、

增强吞噬细胞的功能
、

促进 入K 细胞的杀伤

作用和调节 T
、

B 淋巴匆胞对抗原的免疫应答
。

由于红

细胞的数量远多于白细胞
,

因此循环免疫复合物与红

细胞相退机会要 比白细胞高 5 00 ~ 1 0 0 0 倍
。

而红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