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

裹 1 豚鼠T 淋巴细胞转化率和
a 一醋酸禁醋酶阳性率 (X 士S D )

组 别 动物数 ( 只 ) S l a 一

A N A E ( % )

实脸组 10 16
.

1 士1
.

. 7
. 79

.

8 士 7
.

,
.

对照组 10 3
.

7士 x
.

z 6 0
.

3土 5
.

1

P < 0
.

0 1

结果表明
:

实验组 比对照组的刺激指数 ( 5 1) 和

a 一醋酸禁酷酶 a(
一
A N A E ) 阳性百分率明显升高

,

差

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 P < 0
.

0 1 )
。

2
.

2 豚鼠血浆中组胺含量和肥大细 胞 脱 顺 粒 指 数

(M C D I )测定

结果见表 2
。

表 2 豚鼠血浆中组胺含量和肥大细胞

脱颗粒指数 (M C D )I 测定 仅 土 S D )

~
.

。 二 _ L .
。 一 ,

血浆中组胶含量 M C D I
组别 动物数 一~

’

~ ~ “ ~
` ’ `
一一

`

( 只 ) ( n g / m l ) ( ,石)

实脸组

对照组

2 1 3
.

7士 7 6
.

6 .

1 9 1 2士 6 7
。

8

4 3
.

9士 2
.

1 .

3 9
.

7土 2
.

6

. P> 0
,

0 5

结果表明
:
实验组与对照组相 比

,

血浆中组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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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肥大细胞脱颗粒指数 (M C D )I 未见明显差异 ( P )

0
。

05 )
。

3 讨论

I 型变态反应是特异性gI E和 gI G 抗体介导肥大

细胞
、

嗜碱性粒细胞等脱顺粒
,

释 放 组 胺
、

5一经 色

胺
、

白三烯等活性介质所致
。

因此动物血浆中组胺含

量和肥大细胞脱顺粒试验是反映 I 型变态反应的敏感

指标
。

国内有人发现甲苯二异氰酸醋 ( T D )I 致敏豚鼠

引起血浆中组胺含量和肥大细胞脱顺粒指 数 明 显 升

高
,

而判定 T D I 致敏作用是通过 I 型变态反应实现

的
。

本研究发现 工PD 工末能引起豚鼠血浆中组胺含量

和肥大细胞脱颗粒指数升高
。

还有人用 l p D I致敏 aB l

/ CY小 鼠
,

血清中未检出特异性飞E 抗体
,

这与本研

究结果相吻合
。

那型变态反应是由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

主要由

T淋巴细胞参与
,

在 F 型变态反应机体内
, T 细胞数

量增多和功能增强
。

据报导
,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淋巴

细胞转化功能明显高于对照人群
。

本研究结果表明致

敏豚鼠 a 一醋酸蔡醋酶 (A N A E ) 阳性百分率升高
, T

淋巴细胞转化功能增强
。

因此 I P D I致敏作用可能主要

是通过 U 型变态反应机制实现的
,

而不支持是通过 I

型变态反应机制实现的
。

但致敏作用影响因素较多
,

是否还存在其它机制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脉冲噪声对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L海医科大学九四级研究生 ( 2 0 00 3 2) 胡云平

江西医学院劳动 卫生教研室 范广勤 未建华 冯 叙

噪声尤其是脉冲噪声是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物理 1 对象与方法

因素
。

本文应用 W H O 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方 1
.

1 调 查对象

法对接触脉冲噪声的作业工人及对照组行政后勤人 员 接触组为某灯头厂冲压车间 36 名作业工人
,

对照

进行了测试
,

旨在探讨脉冲噪声对作业工人神经行为 组为该厂未曾接触噪声及其他有害因素的行政后勤人

功能的影响及为制订我国的脉冲噪声卫生标准提供参 员 30 名
,

两组 一般情况见表 1
。

考
。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组 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X 土 S

工龄

X 士 S

文 化程度 吸 烟状况

初中及以 下 商中及以上 吸 烟 不吸烟

:: ::
2118l89接触 组

对照组

2 6 10

1 8 1 2

7 士 7

9 士 8

1 . 5
.

5 士 5

。

8 土 8

肠36 3330

与对照组 比较 P < 0
.

01

。

2 车间噪声测试

采用国产 N D 6型精密声级计
,

临用前经活塞发声

器校正
,

误差不超过 0
.

d2 B
,

侧定高度 1
。

5米
.

1
.

3 行为功能测试

严格按照W H O神经行为功能测试规范操作
,

凡

患有神经系统疾患
、

视听觉及手部运动障碍和侧试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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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服用镇静剂
、

饮酒者一律不 作测验
。

测试前对受试 科学院劳动卫 生研究所统一印制的表格
。

者的一般情况进行了调查
,

内容包括职业史
、

神经衰 2 结果

弱症状
、

病史
、

吸烟等
。

测试表格采用中国预防医学 2
.

1 冲压车间脉冲噪声测定结果 见表 2
。

裹 2 冲压车间脉冲噪声测定结果

吨 位 洲定 台致 背 景声级 ( d B ) 脉冲保持 值 ( d B ) 脉 冲次数 (次 / 日 ) 脉 冲峰值 ( d B )

9 6
.

5 ~ 9 8
.

10 5
_

5 ~ 10 6

2 5 2 0 0

1 2 6 0 0

1 0 8
.

5~ 1 1 1
.

5

1 1 1
.

5 ee l l 9
.

5

93蛤2550

.

2 作业工人神经衰弱症状检出率

见表 3
。

经统计分析除头昏一项外
,

其余各项在

接触组与对照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

接触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 ( P < 0
.

0 5 或P < 0
.

0 1 )
。

表 3 两组神经衰弱症状检出率 (% ) 比较

组别 例数 头痛 头 昏 眩晕 耳鸣 失眠 多梦 乏力 心 悸 恶心 烦躁 记 忆减退

接触组

对照组

二8
.

9二

1 6
_

7

5 2

3 6

3 6
.

1二 80
.

6二 4 7
.

2二 5 2
.

8 . 3 6
.

1二

6
.

7 2 6
.

7 1 6
.

7 2 6
.

7 1 6
.

7

3 0
`

6 . 1 6
_

7 . 1 6
.

7二

13
.

3

7 5
.

0二

4 0
.

0

几匕0
九舀,J

.
P < 0

.

0 5 二 P < 0
.

01

2
.

3 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2
.

3
.

1 两组情感状态得分 比较见表 4
。

经统计分析
,

接触组各项消极情感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

0 1) ,

而积极情感项 (有力
一
好动 )

,

接触组得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 (P < 0
.

0 1 )
。

裹 4 两组情感状态得分 比较

接触组 ( ” “ 3 6 ) 对服组 ( n 二 3 0 )

衰 5 两组各项行为功能得分 比较

接触组 ( n 二 3 6 ) 对照组 ( n o 3 0 )

项 目
X 士 S X 士 S

项 目
X 土 S X 士 S

紧张
一

焦虑

抑郁
一

沮丧

愤怒
一

敌意

疲劳
一

惰性

有力
一

好动

慌乱
一

困惑

1 5
.

1士 `
.

5二
1 8

.

5 士 10
.

9二
16

.

3士 8
.

3二
1 1

.

5 士 4
.

9二
1 3

.

1 士 5
.

2二

10
.

0 士 4
.

4二

9
。

1士 4
。

7

飞0
.

5 二 7
.

3

10
.

6 士 5
.

6

6
.

7 士 3
.

9

1 6
.

1 士 4
.

2

6
.

6士 3
.

2

二 P < 0
.

01

2
.

3
.

2 两组行为功能得分比较见表 5
。

经统计 分 析

发现接触组与对照组间在视觉记忆项得分有显著性差

异 (P < 0
.

0 5)
,

接触组得分低于对照组 , 其余各项得

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3 讨论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应用于某种效应的强度与其产

生功能改变的评价是最合适的
,

然而人类的行为功能

是一 种极其复杂的综合性功能
,

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与代偿性
,

存在一定个体差异
,

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

本文研究 中在排除性别
、

工龄
、

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

后
,

仍注意到年龄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
。

文献报道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指标中
,

情感状态

只有有力
一

好动项有随年龄增高而降低趋势
,

其 余 项

平 均反应时 2 8 8
.

0 士 6 3
.

弓 2 7 6
.

1 士 5 4
.

7

最快反应时 2 0 0
.

6 士 5 6
.

3 2 0 3
.

峨士 4 6
.

0

最慢反应时 5 0 5
.

2 士 3 1 3
.

0 4 4`
.

9 士 2 1 5
.

0

致字跨 度 18
.

9 土 5
.

9 l a
.

9 士 3
.

1

顺手提转敏捷度 4 3
.

9 士 5
.

0 4 1
.

3 士 7
.

。

反手提转敏捷度 39
.

6 士 5
.

5 4 0
.

6 士 5
.

5

数 字译码 4 9
.

1 士 9
.

7 4 9
.

0 士 1 1
.

5

视 觉记 忆 7
.

1 士 1
.

7 . 7 8 士 1
.

4

目标追踪 l

正确 点数 2 0 2
.

4 士 3 7
.

8 2 0 1
.

3 士 3 8
.

0

错误点数 2 8
.

0 士 2 6
.

5 2 4
.

0 士 2 3
.

3

打 点总数 2 2 5
.

7 士 3 8
.

8 2 2 5
.

4 土 4 0
.

5

. 两 组比 较 t = 一 1
.

吕02 P < 0
.

05

与年龄无明显相关
,
行为功能测试项数字跨度

、

数宇

译码
、

视觉记忆及 目标追踪 I 得分与年龄呈负相关
,

简单反应时随年龄增大而延长
,

本次调查中接触组 比

对照组平均年龄低 7
.

2岁
,

但仍发现情感状态项 中 的

有力
一

好动项
、

行为功能指标中的视觉记忆项得 分 均

比对照组低且有显 著差异
,

可见接触组年龄小的优势

并未消除脉冲噪声对上述指标的影响
,

而在其 它行为

功能测试指标上脉冲噪 声产生的影响有可能因年龄因

素影响未显示出来
,

为此今后加强配对研究以得出更

有意义的结果非常必要
。

本次测得的脉冲噪 声每 日脉冲次数超过 1 万次
,

而脉冲峰值小于 1 2 o d B
,

属于美国 A C G I H ( 2 9 7 3 )或日

本 ( 1 9 7 3) 容许浓度委员会规定及修正的脉冲噪声标准



范围内
,

然而
,

作业工人仍出现神经衰弱症状增高
,

同时在神经行为功能特别是情感状态方面仍发生 明显

改变
,

故此
,

该标准是 否适合值进 一 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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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次调查的人 员还有 88 级 预防医学 系 学 生 祝 子

华
、

王 涛
、

黄起 壬
、

周永明
.

孙亚 明
、

廖永东
、

周蔚龙
,

在此一并

表示感 姗 1 )

铅对神经行为功能影响及其与血锌原 “
卜琳关系的探讨

河南省洛阳轴承厂职工医院 ( 4 7 1 0 39)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陈茂勋 李占国 尤庆 伟 郭 又五

高 琦 焦新彩

为 了探讨铅对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及与 1
.

2
.

2 生化指标测定 对全部行为功能受试者 进 行

血中锌原外琳 (z P P )含量的关系
,

我们采用W H O 推 血中Z P P含量测定
,

仪器采用西安产 X Y 一 C型血液荧

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七项指标 (N C T B)
,

对某 光计
。

并同时采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测定血红蛋白

蓄电池厂 182 名铅作业工人进行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

(H b )含量
。

同时做了血中Z P P含量的测定
,

并将神经行为功能各 1
.

2
.

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受检者均严格按 W HO

项得分分别与血中 Z P P含量进行相关分析
。

N C T B 上的操作规范和指导用语分别作七项神经行为

1 对象和方法 功能检查
:

情感状态特征 (P O M S )
、

简单反应时间

1
.

1 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无明显临床症状的 铅 作 (PT )S
、

数字跨度 (D S )P
、

提转捷度测验 (MD T )
、

业工人 18 2名为接触组
,

其中男 77 名
,

女 105 名 , 年龄 数字译码测验 (D S Y )
、

视觉保留测验 ( B V P )
、

目标

1 9~ 5 0岁
,

平均 2 3岁 , 工龄 3 ~ 1 5年
,

平均 7 年
,
文 追踪测验 I ( P A I )

。

化程度
:
小学占20 %

,

初中占4。%
,

高中占4。%
。

另 2 结果

选择无毒害作业史的服务人员 82 名作为对照组
,

两组 2
.

1 车间空气中铅浓度 所测各点空气铅浓度 平 均

性别
、

年龄
、

工 龄及文化程度构成比接近 ( P > 。 .

0 5)
。

为 0
.

3” 士 。 .

3邪m g / m 3 ,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1 2
.

3倍
。

1
.

2 方法 2
.

2 血中Z P P含量测定 接触组血中 Z P P值为 6
.

39

1
.

2
.

1 车间空气铅浓度的测定 在接触组受检 对 象 土 4
.

49 “ g g/ I肠
,

对照组血中Z P P值为 2
.

78 士。 .

9即 g

有代表性的 6 个作业点 (制粉
、

溶铅
、

铸板
、

化成
、

/g U为
,

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 .

0 1)
。

选片
、

装配 ) 进行采样
,

共 12 份样品
,

用贵阳产W FX 2
.

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与血中 Z P P 含量分析

一
I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铅浓度

。

见表 1
。

衰 1 行为功能各项指标得分统计结果及与 Z P P相关 r值

项 目
对照组 ( n = a Z )

X S

接触组 ( n = 1 8 2 )

X S

t值 P值
接触组 ( n = 1 8 2 )

行为功能与 Z P P 相关犷值

萦张一焦虑

优郁一沮丧

债怒一敌意

有力一好 动

度 惫一惰性

困惑一迷茫

简 单 反应 时

数字跨 度

` 转 , 度
<

(平 均 )

利手

非利手

盆宇 译码

视 觉记忆

目标迫路 1 (正确 )

8
.

2 7

10
.

1 6

1 0
.

5 6

1 9
.

5 2

6
.

6 7

6
.

9 9

0
.

2 7 7秒

1 7
.

6 7

34
.

2 9

3 0
.

4 3

5 5
.

2 9

8
.

6 2

2 2 2
_

5 9

4
.

8 2

7
.

6 9

7
.

0 9

6
.

1 2

4
.

3 3

3
.

8 2

0
.

0 5 6

4
.

2 7

6
.

8 2

6
.

0 5

1 3
.

0 6

1
.

3 2

5 8
_

9 6

1 1
.

6 4

1 3
.

6 3

12
.

2 6

1 5
.

10

10
.

13

10
.

0 7

0
.

3 2秒

13
.

79

3 0
.

0 7

2 7
.

7 2

4 3
.

9 3

7
.

0 3

2 1 1
.

8 4

6
.

6 1

10
.

7 8

8
.

5 2

6
.

7 9

5
.

3 2

4
.

6 7

0
.

0 7 4

2
.

8 1

5
.

1 2

5
.

2 2

1 1
.

9 2

1
.

5 4

4 0
.

8

4
.

6 7 1 2

2
.

8 7 4 1

1
.

7 0 18

4
.

8 1 9 5

5
.

1 1 9 8

5
.

5 0 4 7

5
.

0 1 5 9

7
.

4 9 5 5

5
.

3 1 3 8

3
.

5 1 49

6
.

2 19 3

8
.

3 9 7 9

1
.

8 70 9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0 5

0
.

1 6 8 .

0
.

3 10二
0

.

20 9二
一 0

.

1 7 9 .

0
.

2 7 4二

0
.

1 50 .

0
.

14 7 .

0
.

10 1

一 0
.

1 94 .

一 0
.

17 6
.

一 0
.

1 6 4 .

一 0
。

1 4 9 .

一 0 1 53 .

注
.

X值除简单反应时外均为粗分 . 月 = 1 62
,

P < 0
.

05 二 n 二 1 8 2
,

P < Q
.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