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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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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组重振耳数明显增高
,

各频率阳性率

为 14
.

7~ 2 7
.

3 %
。

与前三组 比较差异十分显著 ( P <

0
.

0 1 )
。

特别是 V组各频率阳性率达 4 7
.

7一 8 5
.

9%
,

同

W组 比较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

01 )
,

并且 I k H z 的阳

性率显著高于 同组其他频率
。

3 讨论

一般认为
,

噪声聋为感觉神经性聋
,

其损伤部位

在耳蜗
,

因而常伴有重振现象
。

有人曾报 道
,

不 同

工龄的噪声暴露工人声阻抗测试重振阳性率均高于对

照组
,

其差异显著 ( P < 0
.

01 )
。

另有人报 道
,

声 阻

抗测试重振阳性率以重度和 中度噪声聋为最高
。

虽然

噪声暴露工人听力损失与工龄长短有关
,

但上述调查

旨在探讨工龄与重振的关系
,

并未能直接反映不同程

度的噪声聋与重振阳性率的关系
。

从本调 查 结 果 可

见
,

语频听损小于 加 d B 的三个组各频率重振阳性率

与对照组 比较未见显著差异
。

而当语频听损大于 30 d B

时
,

各频率重振耳数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及 前 三 个 组

( P < 0
.

0 1 )
,

大于 40 d B 组与前一组 比较亦有显著性

差异 ( P < 。 .

0 1 )
,

这提示只有当噪声聋达到一定程度

时
,

重振现象方为常见
,

并且重振阳性率随听损加重

而增高
。

因此建议在诊断噪声聋时应对这一现象给予

重视
。

局部振动累积剂量与白指发病关系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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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玲
,

长期使用振动工具可致 以白指症为主 的局部振动

病
,

这早为各家报道所证实
,

但江苏迄今未见有本病

的报道
,

为此
,

我们联合对镇江
、

扬州
、

常州三市部

分接振工人进行调查
,

在摸清发病情况的基础上
,

本

文 重点探讨接振工人实际接振剂量与白指发病间关系

及规律
,

为今后改善劳动条件和验证卫生标准提供依

据
。

1 内容和方法

1
.

1 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 组 织经专业培训的医护人

员下厂矿按调查方案统一检查
。

白指的判断 标 准 按

G B 4 8 6 9一 85
“

职业性局部振动病诊断标准及处 理 原

则
”

执行
。

1
.

2 现场调查
。

1
.

2
.

1 局部振动强变
:

用校正后的丹麦产 2 20 9脉冲精

密声级计及 d肠 6加 速度计
,
分别对凿岩机

、

风铲
、

铆

钉机
、

砂轮机等四 仲工其的振动强度进行测试
,

并按

15 0 5 3 4 9一 1 9 8 3 规定进行倍频程频率计权加速度有效

值计算
。

工人手传振劝强度则按振动方向互相垂直作

用的三轴向测定
,

取最大轴间的振动频率计算评价
。

1
.

2
.

2 工时调 查
:
四种工种中各选 2 一 3 名 接 振 工

人
,

连续跟班两天
,

记录每夭实际接振时数
,

同时查

记各工种实际接振时日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各种工具的振动强度及频谱组成

按 15 0 5 3 4 9一 1 98 3 推荐在不同时间
、

不同频率

下 的标准曲线评价
。

从表 1 可见
,

除砂轮机外
,

其它

振动工具的频率计权加速度有效值均 超 过 标 准
,

以

M
, 一 2 型铆枪最大为 5 5

.

s m日
一 , ,

其次是Q B 3 o 一 4 0 0型

风铲及 Y T 4 5
型凿岩机

.

各工具把手最大轴主频率
,

铆

枪
、

风铲为 3 1
.

5H z 、

凿岩机 500 1七
、

砂轮为 1 0 0 0H Z。

2
.

2 各工种计权加速度及接振时数

为便于 互相 间比较
,

按 A h w
` 4 ) = ·

A h w (乃
一T一4/

.

丫

式
,

求出各工 种 4 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加速度有效值

列表 2
。

2
.

3 白指发病情 况

2
。

3
。

1 工种发病情况
:
共检 查 15 9名接振工人 (表 3 )

,

确诊为白指者 3 7人
,

检出率 23
.

37 %
,

其中以凿岩工

发病率最高 ( 8 2
.

7 5 % )
,

清铲工次之 ( 15
. 。% ) , 砂轮

工最低 (6
.

25 % )
,

基本上与各工种的接振强度是吻合

的
。

2
.

3
.

2 白指发病与年接振时数关系
:

各工种年接振时

数的长短与白指发病之间未见明显相关
.

2
.

3
.

3 累积接振剂量与白指发病关系
:

将白指者从接

振起到白指出现时止和非白指者从接振起到调查当时

止
,

按 G班 f in 推荐的 D =

从w
. ` ) ,

·

y ,
·

d :
·

T 式
,

分别计算出 1 59 名接振工人各 自的 接 振 累 积 剂 量

并按对数累积剂量分组进行统计
,

得 回 归 方 程 g 二

一 3
.

5了5 4 + 0
.

连5 6遭x
, r = 0

.

9 63 1
, P ( 0

.

0 1 ,

表

1
.

镇江市卫生防疫站 ( 2 1 2。。 3 )

2
.

江苏省卫生防疫站

3
.

扬州市卫生防疫站

4
.

常 州市卫生防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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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飞

倍频程
中心频率
( H

z )

振动工具振动的频率计权加速度有效值

振 动 加 速 度 ( nl
s

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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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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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一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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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R i 型 G E Y 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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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é八éO一毖几自tùn`口UlbJ气,tJl
J .上

6 5

三O

3 5

4 5

2 8

3 5

比西n舀冉UJ口勺尸Q

J
l̀l比舀n幻

月
1八U八甘0Lan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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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1

A五w .
5 1

_

6 4 3
_

7 5 8
.

5 2
.

7 35 2 54
_

3

A h W = 毛
: ( K IA n i ) 2

;
’ `’

表 2 各工种 4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

振动加速度有效值

工种 日接振时间 ( h ) A h w (一)

凿岩工

砂轮工

铆 工

清铲工

5 1
.

6

3
.

3 1 ~ 6
.

8 6

30
.

4 C~ 4 1
.

3 7

2 4
.

8 9 or 3 8
.

4 o

表 3 各工种白指检出情况

工 种 检查例数 白指数 (% )

2 4 ( 8 2
.

7 5 )

7 ( 1 1
.

2 9 )

3 ( 5
.

2 5 )

3 ( 1 5
.

0 )

OùÒó伙ù八甘勺白介七
`
吸ǹ凿岩工

铆 工

砂轮工

清铲工

合 计 1 5 9 3 7 (艺3
.

2 7 )

明二者呈明显正相关
,

即自指患者的分布 是 随 接 振

累积剂量的增大而增多
,

白指发病率亦随 累 积 接 振

剂量的增大而增高
。

为此
,

用寿命表法进 一步对接振

累积剂量与累积发病率之间关系作了统计分析
,

求得

振动累积剂量与累积发病概率单位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g = 一 6
.

9 7 6 5 + 1
.

0 4 6 8 x
, S “ 0

.

1 6 2 0
, r = 0

.

9 4 5 0
,

F = 4 1
.

7 5 2 G
,

P < 0
.

0 1
。

表明二者之 间存在着非常显

著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3 讨论

3
.

1 自1 9 1 1年 L O ir g a 氏首次报道 了使用振动工具引

起白指症 以来
,

国内外相继发表了不 少有关振动作业

工人职业危害的调查报告
,

但对引起局部振动病的致

病因素仍有不 同看法
。

P yy k ko 等认为
,

振动所产生

的危害主要与振动频率有关
,

以 30 一 3 00 H z 的 振 动

频率致病作用最大
。

国内有人 通过动物 实 验 证 明
,

振动病的发生主要决定于振动加速度的大 小
。

.

二 缘
、

eR
r a dr 等则认为振动病发病主要与接振时间有关

。

从本次调查结果看
,

振动病的发生是振动强度
、

频率

和接振时问三 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

三者 是不能分割

的
,

如砂轮工虽接振时间长
,

但因接振加速度小
、

频率

大 ( l 0 0 0zH )
,

故发病率很低
,

而凿岩工其接振时间没

有砂轮工长
,

振动加速 度也不及铆工
、

风铲工大
,

最大

轴主频率则为 5 00 H z ,

但因 4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振动

加速度累积剂量最大
,

故发病率远较其他几个工种为

高就是最好的佐证
。

此外
,

15 0 5 3 4 9一 1 9 8 3 推荐的 4 小

时等能量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 (A h w
。` ) )

,

是一个包括加速度和频率两个因素在内的变量值且 与

白指发病率呈正相关
,

用它与工作日累积接振时问求

出的累积接振剂量作为评价局部振动危害的参数
,

我

们认为是 比较合理的
。

3
.

2 根据我 国工人每周工作 6 天
,

每月 25 天
,

全年 3 00

个工作日的作息制度和接振工人绝大多数每天实际接

振时间不超过 4 小时的实际情况
,

如将局 部 振 动 所

致危 害的裸护水平定为工作 20 年
,

95 %的接振工人不

发生白指
,

按本文所求得的概率单位回归 方 程 y( 二

一 6
.

97 65 + 1
.

0 4 6足x) 估算
,

局部振动强度的 容许 值

为 7
.

21 心
一 , ,

较我国现行的局部振动强度卫生标准

5 1℃ s 一 2
为高

,

表明现行的标准是安全的
。

但从实际调

查情况看
,

目前我 国各地使用的振动工具
,

除布砂轮

外都难 以达到 5详 s 一 ,
的标准要求

。

因此
,

建议 今后修

订标准时其计权加速度有效值可适当放宽到 丁理 s 一气

则较符合我国 目前使用的各种振动工具实际情况
。

3
.

3 通过对镇江
、

扬州
、

常州三市 4 个工种的初步调

查表明
,

在江苏的接振工人中不仅存在着局部振动的

职业危害
,

而且 还比较严重
,

有些工种如金属矿山凿

岩工白指检出率 之高在全 国也是罕见的
,

应引起高度

重视并应积极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
,

以减少局部振动

病的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