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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对纺织女工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研究
江西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33 00 0 6小 范广勤 胡云平 朱建华 李 伟

握 要 本文采用 W H O推荐的
“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N C T B ) ” 对纺织女工进行了测试
,

并从接

触水平
一

效应的角度进行了振讨
。

结果表明
,

噪声接触组与对照组在情绪
、

简单反应时
、

数字跨度
、

数

字译码
、

B e n ot n视觉记忆
、

目标追晾 I 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

而且
,

噪声对纺织女工机体的神经行为影

晌
,

存在着一定的接触水平一效应关系
。

关恤词 噪声 神经行为功能 女工

噪声对非听觉系统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地

受到人们的关注
。

但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

尤其 1 材料和方法

是对女压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研究不多
。

近年 1
.

1 受检对象 以某纺织厂从事噪声作业 的

来神经行为功能测试被认为是反映神经系统亚 织造
、

前纺两车间96 名女工为接触组
。

按车间

临床病损的合适指标
` , , 。

本文采用WH O推荐的 噪声强度分为高噪声和中噪声两组
。

以 40 名该
“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 N C T B )
”

对纺织女 厂整理车间健康女工为对照组
。

各组作业工人

工进行了测试
,

并从接触水平
一
效应的 角 度进 作业班次基本相同

,

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均居

行了探讨
,

为加强女工劳动保护
,

修订我国的 住厂生活区
,

远离交通要道
。

其一般情况见表

车间噪声最高容许值提供参考依据
。

1
。

各组间年龄
、

文化程度等方 面均衡可比
。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年 龄 工 龄 文化程度 (例% )

组 别 人数

— — —
X 士 S D 范 围 X 士 S D 范围 小学 初 中 高中

:
`.几月了̀O通月任

月皿高噪声

中噪声

对 照

::
2 7

.

4 士 7
.

0

忍8
.

5 士 5
.

7

乏丁
.

6 士 8
.

3

1 9 ot 4 2

忍O~ 4 2

1 8~ 4 4

9
.

1 士 6
.

8

9
.

4 土 5
.

4

9
.

艺土 6
.

7

2 ~ 27

2 ~ 2 4

2 ~ 艺O

5 2
.

1

5 2
.

1

6 O

1
.

2 测试方法

1
.

2
.

1 全部检查均严格按世界卫生组织 神 经

行为核心测试方法 (W H O N C T B )要求和顺序

进行行为功能测试
〔 ’ , 。

凡有神经系统疾患和视
、

听觉及手部运动障碍及测试前 4 小时服镇静剂

或饮酒者一律 剔除
。

所有受试者在同一环境
,

同一仪器并由经过正规训练的同一检 查 者 测

试
。

测试结果统计分析均采用 F检验和 Q检验
。

1
.

2
.

2 车间噪声强度测定 采用国 产 N D se Z

型精密声级计
,

按方形等距布点测量
,

高噪声

组 ( 织造车间 ) 测 15 个点
,

中噪声组 (前纺车

间 ) 测 6 个点
,

对照组 (整 理 车 间 ) 测 6个

点
,

每个点在不同时间分别测 3 次
。

每次测量

结果基本相同
。

测高距地面 1 5 c0 m 。 ’ 。

2 结果

2
.

1 车间噪声强度 高噪声组 g s
.

s
dB (A )

,

强

度范围 9 4
.

5~ 9 7
.

o dB (A )
。

中噪声组 8 6
.

7曲

(A )
,

强度范围 8 6
.

0一 8 9
.

OdB ( A )
。

对照组

6 8
.

2
dB ( A )

,

强度范围 6 6
.

5 ~ 6 9
.

0dB (A )
。

2
.

2 行为功能测试

2
.

2
.

1 行为功能与车间噪声 强 度关系 对两

接触组女工的工龄构成作卡方 检 验
,

无 显 著

差异 (P > 0
.

0 5)
,

说明两组工人接触期限是均

衡可比的
,

故直接作行为功能与车间强度关系

分析
。

2
.

2
.

1
.

1 情绪状况 见表 2
。

情绪 得 分
,

高

噪声组明显高于中噪声组和对照组 (Q 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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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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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噪声强度与情绪关 系

绪 (得 分 )

组 别 例致
紧张 优虑 愤怒 精力充沛 疲劳

高操声

中噪声

对 照

1 1
.

8士 5
.

4

9
.

5 士 5
.

4

1 0
.

2 士 4
.

4

1 6
.

7 士 1 0
.

1

1 1
.

2士 8
.

5

1 2
.

8士 8
.

1

1 3
.

5士7
.

3

1 0
.

5 土 6
.

6

1 2
.

5 士 6
.

9

1 2
.

8士 5
.

9

1 5
.

1士 6
.

1

1 5
.

1 士 6
.

1

1 0
.

0士 4
.

7

8
.

7 士 5
.

1

6
.

6 士 3
.

9

9
.

9 士 4
。

3

7
.

4士 4
.

4

6
.

7 士 3
.

2

8n60d
孟J任J吸

为 5
.

1 0和 3
.

6 1
,

P < 0
.

0 1和 P < 0
.

0 5 )
,

紧张
、

精力充沛
、

愤怒项得分
,

各组间均无显著差别

(P 均> 0
.

0 5 )
。

2
.

2
.

1
.

2 简单反应时 最快反应时
,

高 噪 声

组 ( 2 2 5
.

8 3 士 3 3
.

3 0m s )
、

中噪声组 (2 3 7
.

6 5 士

6 8
.

5 5m s ) 明显慢于对照组 (2 0 7
.

6 3土 5 8
.

9 7

m s ,

Q值分别为 3
.

0 7和 3
.

6 8
,

P均 < 0
.

05 ) 平

均反 应时
,

最慢反应时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别
。

2
.

2
.

1
.

3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B e n ot n 视觉

记忆 见表 3
。

数字译码
、

B e nt on 视觉记忆得

分随接触水平 增 高 而 明显下降 (F 值分别为

与
.

4 8和 8
.

7 6 ,
P 均 < 0

.

0 1) ;
数字跨度得分

,

两

个不同接触组间得分无显著性差别
。

裹 3 车间噪声强度与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B e n t o n视觉记忆关系

指 标 (得分 )

组别 例数

—
数 字跨度 数字译码 B e n t on 视觉记 忆

高噪声

中噪声

对 照

1 8
.

4 士 3
.

6

1 8
.

2 士 3
.

1

19
.

7 士 2
.

4

4 8
.

2 士 1 3
.

7

5 2
.

4 士 1 0
.

7

56
.

3 士 1 0
.

2

6
.

7 士 1
.

7

7
.

1 士 1
.

5

8
.

0 土 1
.

3

Rō台八八甘
`

通
ù
左

JJ叹

2
.

2
.

1
.

4 手提转捷度 无论是习惯用手 或非

习惯用手操作
,

各组间得分 均 无 显 著 差 别

(P 均 > 0
.

0 5 )
。

2
.

2
.

1
.

5 目标追踪 I 见表 廷
。

正确打 点 数

随接触水平增加而明显下降 ( F 值 20
.

46
,

p <

0
.

0 1) ;
错误打点数随接触水平增加而明显上升

表 4 车间噪声强度和 目标追踪 I 关系

打 点 数
组别 例数

—
正确 错误 二次打点之 和

高噪声

中噪声

对 照

4 8

4 8

40

1 9 3
.

6 土 4 6
.

6

2 1 6
.

0 土 4 3
.

6

2 3 8
.

0 士 3 4
.

8

3 5
.

6 士 4 2
.

8

1 7
.

3 士 1 5
.

9

1 3
.

6 士 1 0
.

5

2 2 8
.

7 士 4 1
.

8

2 3 4
.

6 土 47
.

8

2 5 0
.

2 士 3 2
.

0

( F值 8
.

2 3 ,

P < 。
.

0 1)
; 两次打点数之和随接触

水平增加而下降 ( F 值 3
.

0 5 ,
p < 0

.

0 5)
。

2
.

2
.

2 行为功能与接触期限关系 按女 工 接

触噪声的工龄将接触组分为 < 10 年和 > 10 年两

组
,

各组接触不同噪声的构成经卡方检验无明

显差别 ( P > 0
.

05 )
,

< 10 年工龄组的平均年龄

为 2 4
.

0 士 4
.

0
,

) 10 年工龄组的平均年龄为 3 1
.

6

士 2
.

5
,

两组平均年龄不明显影响W H O N C T B

测试结果
【3 , 。

2
.

2
.

2
.

1 情绪状况 疲劳和困惑项 得 分
,

两

工龄组均高于对照组 (F 值分别为 5
.

9 9和3
.

3 0
,

P < 。
.

01 和 P < 。
.

0 5 )
,

但两工龄组之间得分无

明显差别
。

其他各项得分
,

各组间差别均无统

计学意义
。

2
.

2
.

2
.

2 简单反应时 最快反应时随接 触 时

间的增加而明 显 减 慢 ( 》 10 年组为 24 4
.

8 1士

7 3
.

2 6m s ,

< 1 0年组为 2 2 1
.

5 9 士 2 8
.

6 3m s ,

对

照组 2 0 7
。

6 3 士 5 8
.

9 7m s ,

F 值4
.

9 0
,

P < 0
.

0 1) ;

平均反应时
,

) 1 0年组 ( 3 2 4
.

5 5 士 13 o
.

g s m s )

明显慢于对照组 ( P < 0
.

0 1)
,

最慢反 应 时各

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

2
.

2
.

2
.

3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B e nt o n 视觉

记忆 见表 5
。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10 年工

龄组得分均低于 < 10 年工龄组和对照 组 ( P <

0
.

0 1)
,

后两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B e nt o n

视觉记忆得分随接触时间的增加而明 显 下 降

( F值 12
.

6 5 ,
P < 0

.

0 1)
。

2
.

2
.

2
.

4 手提转捷度 经统计分析
,

无 论 习

惯用手或非习惯用手操作
,

各组间得分无明显

差别 ( .P 均 > 0
.

0 5)
。

2
.

2
.

2
.

5 目标追踪 l 见表 6
。

正确 打 点数

和两次打点数之和 随接触时间增加而下降 ( P

值分别 18
.

08 和 4
.

05
,

P < 0
.

01 和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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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接触工龄与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B e到比 n视觉记忆关系

指 标 (得 分 )

组别 例数
致字译码 B e n to们视觉记忆

山移盛任八甘通
J工勺
J任

) 0 1年

<0 1年

对 照

致字特 度

7 1
。

5士 3
.

6

9 1
.

3士 2
.

6

9 1
.

7士 2
.

4

4 4
.

3士 1 2
.

5

5 5
.

9士 0 1
.

1

5 6
.

3士 10
.

2

6
.

4 士 1
。

7

7
.

3士 1
.

4

8
.

0士 1
.

3

表 6接触工龄与目标追踪 I关系

打 点 欲

组 别 例数

—
正确 错恨 两次打 点致之和

) 0 1年

< 10年

对 照

19 5
.

0士 5 6

21 2
.

3士 5 3

8 2 3
.

0士 4 3

盯
.

8士4里
.

5 2
.

4 士 20
.

1 3
.

6士 0 1
.

2 2魂
.

3士4 8
.

6

7 2 3
.

3士4 1
。

1

250
.

2土 3 2
.

0

码和 B e no tn视觉记忆及反映手部运动速 度 和

精确性的目标追踪 I的测试结果表明
,

数字译

码
、

B e nt o n 视觉记忆得分在噪声 86
.

7dB (A )

时已明显低于对 照组
,

且随接触水平增加而下

降 , 目标追踪 1 的正确打点数随接触水平增加

而下降
,

错误打点数随接触水平增加而上升
。

按接触工龄分析
,

最快反应时
、

B e nt o n 视 觉

记忆和 目标追踪 I 的正确打点数 的接触水平
-

效应关系甚为明显
,

这提示了噪声可影响接触

女工的视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及手部运动速度

和精确性
。

本文研究提示生产车间噪声为 80
.

7dB (A )

时
,

对女工神经行为功能已有影响
,

而现行工业

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规定
,

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

的工作地点噪声容许值为 85 dB ()A
。

这只是以

保护听力为目的
,

而未考虑其他方面
。

从本次

研究来看
,

为了进一步加强女工劳动保护
,

建

议在今后制定和修订车间噪声最高容许值时
,

应考虑噪声对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2月“八.
j口吐口J口

错误打点数两工龄组均高于对照组 (P < 0
.

0 1)
,

但两工龄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3 讨论

噪声作为有害因素广泛存在于生 产 环 境

中
,

其对人体的影响除听觉系统外
,

尚可作用

于非听觉系统
。

噪声可通过听觉器官传入大脑

皮质和植物神经 中枢 (丘脑下部 )
,

引起中枢神

经系统一系列反应
。

长期接触噪声后
,

有头痛
、

头晕
、

耳鸣
、

乏力
、

记忆下降等神经衰弱综合

征
￡幻 。

本次研究表明
,

噪声接触组有明显情绪变

化
,

以疲劳
、

忧虑
、

困惑为明显
。

此结果与国内的

报道基本一致
〔” ,

但反映消极情绪的得分并不

随接触噪声强度的增加和工龄的延长而增高
。

本文结果还显示了噪声对纺织女工机体的

神经行为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接触水平
一

效 应关

系
。

反映视感知
一
运动

,

视感知
一

记忆的数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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