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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微波辐射对作业人员健康影响的调查

赵清波
,

金永哲
’

张云生
二

郑传海
,

近年来
,

微波技术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扣邮电通

讯事业
。

长期在此环境下工作
,

对作业人员健康状况

影响如何
,

本文就此进行了调查及初步探讨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16 个微 站的作业环境及在该环境中

作业的 26 6名机务人员
。

微波设备输出功率为 1一 S W
,

频率为 3 5。。 和 4 2 0 oM H z两种
,

为连续波
。

对照组为

不接触微波作业的 147 名后勤
、

行管人员
,

两组人员

年龄及工龄构成相近
。

1
.

2 方法 作业场所微波功率密度测量使用江苏宿迁

产 R L 一 761 型微波漏能测试仪
,

测量前后均进行了标

定
。

人体检查项 目有
:
一般症状和体征

,

白细胞总数

和 眼晶状体
。

神经衰弱 以该症候群中出现三项指标以

上为准
,

脱发以检查者主观认定
,

白细胞总数减少 以

低于 4 x lo ,/ L 为准
,

眼晶状体散瞳后镜检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16 个微波站作业场所微波功率密度测量及不同功

率密度的作业场所中机务人员分布情况调查 结果见

表 i 。

裹 1 作业场所微波功率密度及人员分布情况

功率密度 ( “ W / c m s) 作业场所 (个 ) 机务人 员数

ee 1 0 5 9 5

ee 2 0 5 8 7

~ 3 0 3 4 8

~ 4 0 2 1 8

~ 5 0 1 18

合计 16 2 6 6

2
.

2 微波作业人员与对照组的症状
、

体征及特殊检查

的阳性率结果 见表 2
。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症状
、

体征及特殊检查的阳性率比较

神经衰弱 性 功能减退 脱 发 白细胞减少 眼 晶状混 浊
组 别 检查 人数

人数 % 人数 % 人数 人数 人数

一一
接触组

对照组

26 6 1 9 1 7 1
.

8 17 6
.

14 7 2 0 1 3
.

6 一 一

`

:;
5 0

.

8

3 1
。

3

由表 2可见
,

接触组人 员神经衰弱
、

脱发和眼晶状 0
.

01 )
,

白细胞减少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P > 0
.

0 5)
。

体改变阳性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经 护 枪验
,

神经衰 2
.

3 微波接触组的症状
、

休征及特殊检查的阳性率与

弱
、

脱发和眼晶状体
、

混浊两组间差异极显著 ( P < 作业工龄的关系 见表 3
。

衰 3 机务人 员各工龄段症状
、

体征及特殊检查的阳性率

微波作业
检查人数

工龄 (年 )

神经衰弱 性功能减退 脱 发 眼晶体提 浊

人数 % 人教 人数 人数

~ 5

~ 1 0

~ 15

16~

3 6
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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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6 6 1 9 1 7 1
.

8 1 35 5 0
_

8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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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提示
,

神经衰弱
、

脱发和眼晶状体混浊阳性

率随徽波作业工龄增加而增高 ( P < 0
.

01 )
,

性功能减

退工龄 10 年以下组仅 1 例
,

工龄 10 年 以
_

L组差异不显

著 ( P ) 0
.

0 5 )
。

1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 0 0 2 4 )

2
.

辽 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

3
.

辽宁有 长途 电信传抽庵



一
2 9 4

2
.

4 微波通讯接触组及对照组各年龄段眼晶状体混浊

阳性率 见表 4
。

表 4 不同年龄段接触组与对照组眼晶状体

混浊阳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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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年龄段两组 间差异极显著 ( P < O
、

0 1 )
。

提示 30 岁

以前年龄段 (该年龄段微波作业工龄一般少于 10年 )
,

通常不至发生微波性 眼晶状体混浊
。

年龄 接触组 对照组

(岁 ) 检 查人数 阳性人致 ( % ) 检查人数 阳性人致 ( % )

2 0 ee 2 9 7 4 7 ( 9
.

5 ) 3 4 1 ( 2
.

9 )

3 0~ 3 9 11 1 5 9 ( 5 3
.

1 5 ) 6 5 14 ( 2 1
.

5 )

4 Owt 8 1 5 3 ( 6 5
.

4 ) 4 8 17 ( 3 5
.

4 )

合计 2 6 6 1 19 ( 4 4
.

7 ) 1 47 3 2 ( 2 1
.

8 )

从表 4 可看出
,

接触组和对照组 眼晶状体混浊阳

性率都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P < 0
.

0 1 )
。

但30 岁以下

年龄段接触组与对照组差异不 明显 ( P > 0
.

0 5)
,

30 岁

3 讨论

通过以上调查可 以看出
,

微 波通讯机务人员作业

场所的微波功率密度一般不超过 50 召W /’c m气 通常在

10 一 30 “ W /cnI
, 之间

。

机务人 员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

作
,

神经衰弱
、

脱发和 眼晶状体混浊 阳性率增高
,

偶

而可见性功能减退者
,

在 30 岁 以上年龄段 眼晶状体混

浊阳性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
。

针对上述调查结果
,

通讯微波作业人员应采取 全

员健康监护 措施
,

按规定定期体检 ; 工间要穿戴微波

防护服和防护眼镜
,

采取轮换操作
,

适当休息
;
机房

和微波发射机应采取屏蔽措施
,

改善工作环境
。

某灯泡厂汞浓度与中毒的调查分析

锦州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1 2 1。。0) 董玉芹 孙桂荣 李艳梅

灯泡厂因用汞量较大是汞中毒的高发行业
。

为了

解其发病情况
,

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
,

亦为修订该行

业车间空气中汞最高允许浓度提供依据
,

我们对某灯

泡厂进行了 15 年的空气中汞浓度与发病关系的调查分

析
。

1 一般棍况

该灯泡厂建于 1 9 64年
,

生产高压汞灯 及 钠 灯
,

19 8 4年后又扩建生产 H灯
、

日光灯和 8 瓦荧光灯
.

主

要工艺为
:
洗管、 涂粉 、 机封` 接叉 (注汞 ) ` 排气

, 老炼 (测试 ) ) 包装
。

大部分手工操做
,

生产过程有汞流失
、

并散发汞

燕气
。

车间空气中汞污染较严重
,

发病率逐年上升
。

1 98 5年后采用密闭通风排毒后净化措施
。

汞浓度已控

制在国家标准 以下
。

登记卡
,

选择接汞工龄一年以上者做为观察对象
。

接

汞工人每两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

受检率均在 95 % 以

上
。

依照国家标准进行综合分析诊断
,

凡确诊为汞中

毒
,

汞吸收者均住院排汞治疗
。

本文汞中毒 病 例 以

《职业病报告卡》 及诊断书
、

中毒患者登记册的数据

为准
。

2
.

3 环境测定与健康监护均按国家规定要求及标准进

行
,

空气浓度每年 (或每季 ) 一次
。

2 资料来派

2
.

1 车间空气中汞浓度测定
:
每年或每季 度 测 定 一

次
。

1 9 83年以前由市职防所测定 (双硫腺比色法 )
。

1 9 8 4年以后
,

灯泡厂改为自测单位
,

因此以后数据由

该厂提供
,

年监测率达 95 % 以上
,

历年各工种汞浓度

计算用算术均值
,

在计算时将端点值剔除
。

2
。

2 接轰工人体检资料
:

根据该厂健康检查表
,

体检

3 结 . 分析

3
.

1 空气中汞浓度与汞中毒的关系 如 表 1 所 示
,

1 9 5 5年以前汞浓度高达 0
.

2 9 lm g /爪 , ( 1 9 7 7~ 1 9 8 4年

所测得的样品数之和
,

除以样品总数而得 出 的 平 均

值 )
,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20 多倍
,

个别样 品值 高达

0
.

93 3 n lg n/
L3 。

1 9 8 5年后汞浓度明显下降
,

由 1 9 7 7年

o
.

2 84 n lg /n , 3 ,

下降到 1 9 8 5年改造后的 o
.

o o 6m g / m气

1 9 7 7一 1 9 9 2年共体检 1 1 4 1人次
,

女1 7 0 1 人次
,

男工 4 40 人次
,

诊断汞中毒 16 名 (女工 13 人
,

男工 3

人 )
,

汞 吸收 16 名
。

汞中毒发病率由 1
.

49 %下降到零
,

汞吸收随 之下 降到零
。

按历年表明的汞中毒与汞浓度

的资料 用直线相关法处理
,

得相关系数 (约 为 0
.

7 0 5,

有 显著意 义 ( 回 归 方 程 为
: g 二 。 .

254
+ 9

.

2 x )
。

3
.

2 不同工种汞浓度与茉中毒发病率的关系 如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