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以往模型要求足够样本含量
、

典 型概率分布等缺陷
,

不过它也要求资料呈单调上升或单调 下 降
,

最 好 呈

指数变化
。

木例 1 0 8 2 一 1 3 , O年尘肺现患病人数中
,

由

于 1 9 8 2
、

l p 8 3 年现患病例数变化较其后几年差别为

大
,

不完全符合这些模型要求
,

这一因素 是造成模型

预测效果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

而非完全 由于环境因素

所致
。

相比之下
,

1 9 8 工一 1 9 9。 年数据更符合模 型 要

求
,

预测效果大为提高
,

三种方法结果较为接近
。

不

过从两次预测结果来看
,

无论是 从 P
、

C 值还是外推

效果
,

均以 G M
、 1

,

1) 为最优
,

这与该模型每次预测

时均从整个效列整体上考虑 (指 a
、

u 项 )
,

并及时

j 一 l

朴充新配内、 〔指公 (` 一 ` )〕项有关
,

它较前两种

J 之 I

模型考虑更全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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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本文对同一批历史资料
,

经过适当取 舍后
,

模型

预测精度和外推效果均大为提高
,

这说明进行模型预

测时应对原始资料进行适当取舍
,

以更符 合模 型 要

求
。

建议
: ( 1) 尽量选用最新数据

; ( 2 ) 原始数

据一般 10 个左右
,

并非越多越好多 ( 3 )尽量剔除最早

的
、

又不适合预测模型要求的数据
,

可采用描图法
、

进

入模型 比较预测效果 后逐步剔除等方法
。

通过建立儿

组数据子集
,

再选择较合理 的数据也不失为一种好方

法
。

此外
,

选择恰当的统计指标也很重要
,

如尘肺现患

病人数变化相对较平稳
,

作为预测指标是较理想的
。

3
.

3 本文中所介绍的三种方 翅
,

均为计算简便
、

在普

通计算器上即可完成
,

且只致条件符 合
,

均可用于尘

肺发病趋势预测
。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方法切实可行
,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

尤其是 G M l(
,

1) 模型
.

汞作业工人血清疏基含量变化的调查研究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 6劝

汞作业工人 血清琉基 (一 S H ) 含量变化及其与接

汞时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未见系统报道
。

本文测定了

某厂 4 92 名汞 作业工人的血清一S H含量
,

并结合尿 汞

含量与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某厂接汞工龄超过 1 年的工人 492 名 (男

14 3名 ) 作为接汞组
。

选择无毒物接触史的工人 1肠名

(男 49 名 ) 作为对照组
,

年龄构成与接汞组相似
.

1
.

2 方法 空腹采集静脉血 1耐
,

离心移出血清贮于

冰箱中
,

尽快用比色法测定血清一S H含量
。

取晨尿用

双硫踪比色法测定尿汞含量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接汞组血清一 S H含量均值为 1“
.

23 士 2 5
.

3 6

王业 英 徐强绪 钟云虎 吉祥和

不 同性别血清一 S H含量 比较 (单位 “ 正 ol / )L

血清一 S H含量 ( X 士 s)
男 女

数一女一例男

对照组

接汞组

1

::
8 7 1 7 9

.

3 6 士 24

3 4 9 1 6 9
.

2 8 土 2 8

0 9 1 7 8
.

名5土 2 2
.

1 9

5 3 1 63
_

7 Q土 2 3 4 R

即限。 1/ L
,

比对照组 ( 1 7 9
.

0 4 士 2 2
.

82 拼m ol / )L 明显降低

( P < 0
.

0 0 1)
。

接汞 组尿汞含量 ( 0
.

0 60 士 0
.

0 2 5“
姗 l / L )

高于对照组 (0
.

0 4 8 士 0
.

0 1 6 4拼
7on l/ L )

,

差异 显著 ( P <

0
.

0 0 1)
。

通过对接汞组及对照组分别进行不同性别血

清一 S H 含量比较 (见下 表 )
,

发现对照组 血清一 S H

含量性别间的差异不显著 ( P > 0
.

5)
,

而 接 汞 组 血

清一 S H 含量性别之间的差异显著 ( P < 。 .

0 5)
。

2
.

2 接汞组 492 名工人中具有头痛
、

头晕
、

乏力等神衰

症状及 明显齿眼炎的共 3 3例
,

未发现有情绪改变和明

显震颤
。

上述 3 3名工人 以下称症状组
,

余 4 59 名汞作业

工人下称非症状组
。

症状组平均接汞工龄为 8
.

7年
,

血

希一 S H 含量为 160
.

66 士 2 1
.

5 6拼rI ol / L 与非症状组

( I 5G
.

66 土 24
.

73 祥几 ol / L ) 相 比差异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

症状组尿汞 ( 0
.

0 63 士 0
.

0 2 7拼厂 0 1/ L ) 与非症

状组 (0
.

05 9 士 0
.

0 3 0“ rr ol / L )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5 )
。

2
.

3 汞作业工人血清一 S H 含量与接汞时问的等级相

关分析寻荃明
,

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等级

相关系数 几 = 一 0
.

9 1 7夏( P < 0
.

0 1)
。

汞作业工人各工

龄组血清一 S H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
,

接汞工龄在 5 年

之内的各组段血清一 S H 含量降低不明显
,

5 年以上

各工龄组的血清一 S H 含量 比对照组有明显下降
。

而

汞作业工人 的尿汞含量与接汞工龄之间的相关关系不

明显帆 二 0
.

3G 3
,

P > 0
.

2)
。

3 讨论与小结

该厂车间环境监测资料提示
,

接汞工人劳动场所

空气汞浓度均值为 0
.

02 4m g / lTJ 气本次调查的结果表

明
,

在此条件下
,

接汞 5 年以后血清一S H 含量明显

下降 ; 而且血清一 S H含量与接汞时间之间存在 明 显

的负相关关系
。

因此血清一 S H含量的慢性汞中 毒 的

诊断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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