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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
。

同时其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也有待完善和提

高
,

通过本次调查可 以认为
,

对于职业病患者生活质

量的研究
,

应当注重心理状态的研究
。

这是因为职业

病的发病原因与其他一般疾病有着本质差别
,

即前者

是
“

被动的
”

而后者是
“

自发的
” 。

卷烟生产女工神经行为功能改变的研究

山东医科大学卫生系 ( 2 5 00 1 2) 胡 复̀峰

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陈 自强 叶筝筝 陆培康 顾学其

本文应用 WH O 推荐的
“

神经行为核心 测 试 组

合
”

(N C T B ) 对卷烟生产制丝车间女工进行测试
,

以为制订卷烟生产女工劳动保 护 条 例 提 供 理 论 依

据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制丝车间空气中烟草尘及尼古丁浓度均高于其池

车间
。

本文随机抽取该车间非吸烟
、

不饮酒女工 54 人

为接触组 ; 果糖饮料厂非吸烟
、

不饮酒女工 57 名为对

照组
,

剔除测试前睡眠不足
,

近 日内服用过镇静药物

及不愿合作或合作态度不认真者
。

两组测试对象的工

龄
、

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分布相近
,

见表 1
。

裹 1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对象年龄
、

工龄及文化程度的分布

文 化 程 度一初

组别 例数 年 龄
(岁 )

工龄
(年 )

文盲 小学 高中

例致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接触组
对照组

巨丛
b了

2 8
.

6 6 土 6
。

4 6

2 6
.

7 9 上 5
.

9 3

8
.

0 0士 4
.

9 1

7
.

3 4土 4
.

6 1

4 7
.

4 1

3 5
。

2 6 };
2 Q

.

3 7

2 6
。

3 2 ;l
5 5

。

5 6

5 2
。

6 0

1 1
。

67

1 5
。

7 9

注 : 年龄和工龄为忿检脸
,

文化程度为沙的显著性检脸
,

P均> 。
.

05

1
.

2 测试 内容和方法

由一名经培训的测试工作者对所有测试对象进行

N C T B六项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

测试内容包括
:

情绪

状态问卷
、

目标追踪
、

符号 译 码
、

B e n et n 视 觉 保

留
、

S a n 它a A n a 提转捷度及数字广度
。

车间空气及尿中尼古丁的采集及测定方法见文献

(胡俊峰
.

中华医学杂志
.

1 9 94 )
。

所有调查结果均输入 d B A S E I 数据库
,

采用统

计分析软件 S P S S / P C
千

进行有关统计学分析
。

2 结果

2
.

1 情绪状态及主观症状

情绪状态的测试招标为紧张
、

抑郁
、

愤怒
、

精力

充沛
、

疲劳及困惑
。

将接触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测试

得分进行比较
,

均无显著差异
。

两组主观症状发生情

况见表 2
。

2
.

2 接触组与对照组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见表 3
。

由表 3 可见
,

接触组班前除目标追踪得分与对照

组比有非常显著差异 ( P < 0
.

0 1) 外
,

其他神经行为

功能测试指标得分两组比均无显著差异
。

接触组班后

习惯手敏捷度
、

非习惯手敏捷 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记

裹 2 主观症状发生率

组别 例数 头昏 头 痛 乏力 记 忆力减退

对照组 5 7 6 ( 1 0
.

5 3) 5 ( 8
.

7 7 ) 4 ( 7
.

0 2 ) 2 ( 3
.

5 0 9 )

接触组 5 4 1 6 ( 2 9
.

6 3 ) 1 2 ( 2 2
.

2 2 ) 7 ( 1 2
.

9 6 ) 9 ( 1 6
.

6 7 )

义2 6
.

3 67 9 3
.

8 6 7 9 1
.

Q9 7 9 5
.

3 7 7 4

P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忆及 目标追踪与对照组班后比均有显著差异
。

2
.

3 尿中尼古丁含量
、

空气中烟草尘浓度等与神经行

为功能测试结果的相关分析

对尿中尼古丁含量
、

空气中烟草尘浓度
、

空气中

尼古丁浓度
、

工龄及年龄与各项神经行为功能测试指

标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4
。

由表 4 可见
,

尿中尼古丁含量与手敏捷度
、

数字

译码及目标追踪得分呈负相关
,

且相关系数均有显著

差异
。

未见工龄
、

年龄
、

粉尘浓度及空气中尼古丁浓

度与各项神经行为功能指标得分呈相关性
。

2
.

4 不同尿中尼古丁含量与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结 果

的比较

制丝车间及包装车间工人尿中尼古丁含量分别为

9 8
.

9 7 士 3 0
.

6 5 n g / lnI 和 2 5
.

3 9 土 1 9
.

3 zn g /m l
。

制丝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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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女工肺功能急性改变明显
。

因此
,

本文将接触组女

工尿中尼古丁含量分为 < 100 n g /而 和 > 1。。gn /而

组
,

并对两组工人各项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得分进行比

较
,

结果见表 5
。

裹 3 接触组与对照组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侧试项 目 (得 分 )

组别 例数

—
数字广度 习惯手敏捷度 非习悯手敏捷度 数字译码 视觉记忆 目标追踪

接触组班前 5 4 1 6
.

3 5士 2
.

3 4 4 3
.

1 3士 9
.

1 1 4 1
.

2 8士 7
.

3 3 5 Q
.

9 8士 1 4
.

67 7
.

8 9士 1
.

7 9 2 0 3
.

3 0 上 3 8
.

5 8

对照组班前 57 2 6
.

1 5士 2
.

5 2 ` 3
.

5 3士 6
.

3 9 5 ,
.

5 6士 6
.

0 2 4 5
.

0 , 上 1 6
一

7 0 7
.

7 , 土 1
.

2 5 2 5 3
.

4 4土 a 3
.

o s

接触组班后 5 4 1 6
.

5 9土 2
.

7 1 4 0
.

0 0土 7
.

14 3 8
.

89士 6
.

3 1 4 4
.

4 1土 1 6
.

7 4 7
.

0 6土 1
.

8 5 19 4
.

3 2土 3 8
.

0 9

对照组班后 5 7 1 6
.

5 1土 2
.

1盛 4 3
.

3 3士 8
.

7 8 ` 2
.

0 9士 8
.

1 7 5 Q
.

5 7士 1 4
.

0 2 8
.

0 4士 1
.

4 7 22 9
.

83 士 3 1
.

5 6

t i 0
.

3 8 4 6 0
.

2 7 6 2 1
.

3 5 4 Q 0
.

9 6 6 5 0
.

3 52 0 4
.

4 2 7 7

P i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t z 0
.

1 37 0 2
.

1 85 3 2
.

3 0 0 6 2
.

1 0 6 0 3
.

0 9 8 3 5
.

3 59 9

P Z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注 :

勺
、

P l为接触组班前与对照组班前 比
,

妞
、

P Z为接触组班后 与对服组班后 比

衰 4 尿尼古丁含量
、

粉尘浓度等与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的相关分析

相 关 系 数
相关因素 例 数

一
数字广度 习惯手 敏捷度 非习椒手 敏捷度 数字译 码 视觉记忆 目标追踪

尿 尼古 T 含盆 ( gn / m l ) 5 4 一 0
.

0 7 6 3 一 0
.

5。 , 0. . 一 0
.

3 2 3魂. 一 0
.

3 4 5 7 . 一 0
.

0 9 9 7 一 0
.

通0 3 8二

工龄 (年 ) 5 4 0
.

1 5 4 0 一 0
.

0 5 5 7 0
.

04 9 8 一 Q
.

1 7 0 8 0
.

1 8 6 6 一 0
.

0 3 3 5

年龄 (岁 ) 5̀ 0
.

o e 6 3 一 0
.

0 5 3 4 0
.

1 2 1 2 一 0
.

2 0 2 4 0
.

0 5 5 , 一 0
.

0遥 4 4

粉尘浓度 (m g /m 3 ) 5 4 一 0
.

0 6 5 3 一 0
.

0 0 1 5 一 0
.

0 1 3 4 一 0
.

0 15 6 一 0
.

0 8 5 2 一 0
.

0 7 1 1

空气尼古丁浓度 (m g /m 3 ) 5` 一 0
.

0 7 87 一 0
.

1 7 13 一 0
.

2 62 1 一 0
.

1 4 2 4 一 0
.

0 6 0 6 一 0
.

1 7 7 1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衰 5 尿中尼古丁含量与工人神经行为功能侧试结果

尿中尼古丁 含盆 洲 试项 目 (得分 )

例数

—
( gn /m l) 数字广度 习 傲手 敏捷度 非习惯手敏捷度 数字译 码 视 觉记忆 目标追踪

< 1 00 3 5 1 7
.

5 4士 1 3
.

0 1 4 2
。

2 6土 6
.

5 3 4 0
。

2 6土 6
.

5 1 4 8
。

0 0士 13
.

60 7
.

1 4士 1
.

89 2 0 3
。

1 7士 3 5
.

7 8

> 1 0 0 1 9 1 4
.

84士 2
.

8 1 3 6
.

3 6出 6
.

5 2 3 6
.

3 7土 6
.

2 4 3 7
.

7 9士 1 8
.

7 2 6
.

8 9土 2
.

5 1 1 7 8
.

0 Q士 4 0
.

4 4

云 0
.

8 8 97 3
.

17 2 4 2
.

1 2 7 1 2
.

3 0 3 2 0
.

4 1 2 8 2
.

3 5 8 0

P > 0
.

0 5 < 0
.

QI < 0
.

0 5 < 0
.

0 5 > 0
.

Q5 < 0
.

0 5

表 5 的结果显示
,

尿中尼古丁含量 > 10 0 n g /mI 组 自变量均未能进入分析
。

习惯手敏捷度 (Y
: )

、

非习

工人的手敏捷度
、

数字译码及目标追踪得分显著低于 惯手敏捷度 (Y : )
、

数字译码 (Y s) 及目标追踪 (Y ,) 得

< 10 Ogn /而组 ( P < 0
.

05 ) ,

其它几项神经行为功能测 分均随着尿中尼古丁含量的增加而降低
。

回归方程分

试指标的得分两组比较
,

虽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

别为
:
Y : = “

.

8 1 400 一 0
.

0 38 5 1X
: , Y Z = 40

.

7 312 0 -

但从数值看均有所降低
。

0
.

o 18 6 oX : , Y 3 = 魂。
.

14 06 7 一 o
.

04 77 9X : 和 Y 一 =

2
.

5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的逐步回归分析 207
.

6 4 41 7 一 O
.

13 458 X
, 。

考虑年龄
、

工龄等混杂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 3 讨论

在上述分析 比较的基础上
,

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 人类神经系统易受职业危害因素的作用
,

当受到

析对各项神经行为功能指标与年龄
、

工龄
、

尿中尼古 侵袭时
,

常首先受累
,

早期往往仅引起机体行为的变

丁含量
、

空气中尼古丁浓度及烟草尘浓度进行统计分 化
。

鉴于此类指标灵敏
、

简易
、

无损害及可反复测定

析
,

结果表明
,

当逐步回归的进入水平 P IN = 。 .

05 等优点
,

故近年来神经行为的测试在预防领域里得到

时
,

只有尿中尼古丁含量 (X : ) 进入统计分析
,

共他 广泛的应用
,

并对制定和评价卫生标准的影响日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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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有关卷烟生产工人神经行为功能改变的研究
,

作

者认为卷烟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改变可能是 由于尼古

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毒作用所致
。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

卷烟生产工人班后神经行为功能改变 明 显
,

如 手 敏

捷度
、

数字译码及视觉记忆与班前比均有显著差异
,

这些改变与女工尿中尼古丁含量高相 吻 合
。

进 一 步

分析发现
,

尿中尼古丁含量 > 1 00n g /iln 组工人的手

敏捷度
、

数字译码及目标迫踪得分均低于尿中尼古丁

含量 < 10 on g / iln 组 ( P < 。 .

05 )
。

据此
,

我们初步建

议尿中尼古丁含量 I OOn g /m l 可作为卷烟生产非吸烟

女工生物接触限值
。

尼古丁是一种神经毒物
,

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神

经系统
,

小剂量时最初的作用表现为兴奋
,

大剂量时

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

尼古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是

通过改变或刺激不 同神经调节肤的释放发挥作用
,

如

释放精氨酸加压素
、

生长激素
、

催乳激素
、

内源性阿

片样肤
,

尼古丁还可影响 5一经色胺的释放
。

卷烟生产

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改变是否与尼古丁或刺激不同神

经调节肤的释放有关
,

尚需进一 步研究
。

近年来
,

神经行为功能在职业接触限值的制订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某些神经行

为功能测试项 目得分与尿中尼古丁 含量呈负相关
.

因

此
,

在评价卷烟生产环境质量和工人的健康水平时
,

仅 以空气中烟草尘浓度的高低为评判依据 有 其 局 限

性
,

我们认为在评价烟草尘浓度是否超标的同时
,

应

考虑工人尿中尼古丁含量的高低
。

福建某煤矿21 年未发现尘肺的调查分析

肖方威
,

陈友 田
’

陈建超
`

葛毅榕
,

徐锡霖
,

陆代风
’

为探讨福建小华煤矿建矿 21 年来未发现尘肺的原

因
,

作者收集了该煤矿的地质
,

粉尘浓度
,

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
,

金属元素中镍
、

钦
、

锌
、

铁的 含 量 等 资

料
,

并选择该矿务局的柯坑
、

后舍煤矿作对照
,

进行

了对比调查
。

1 劳动卫生情况

1 9 8 7~ 19 8 0年三年期间对小华
、

柯坑
、

后舍煤矿

井下气象条件进行了测定
。

小华矿
:

风速。 .

35 一 1
.

08

m s/
,

平均 0
.

6 2m / s
,

风量 1
.

75一 5
.

4 2m 3 s/
,

平均 3
.

36

m
3 s/ , 后舍矿

:
风速 0

.

32~ 2 5
。
6 8m s/

,

平均 3
.

5 5m

/
s ,

风量 1
.

1 7一 64
.

2 6m
3 s/

,

平均 1 6
。
2 3m 3 s/ ; 柯坑

矿
:

风速 0
。

1 2一 1 1
.

7 m /
s ,

平均 1
.

6 3m /
s ,

风量 0
.

5~

2 7
.

4 8m
3
s/

,

平均 7
.

4 7m 3
s/

。

粉尘浓度
:
小华 矿 矽

尘 0
.

2一 2
.

l in g /m 3 ,

G o
.

8 2 rr 唱/ m
3 ,

煤尘 0
.

5~ 9
. `

n唱 / m
3 , G 4

.

6 0 In g /m
3 。

湿度
:
小华矿平均 9 2

.

7 1%
,

后舍矿平均 92 %
,

柯坑矿平均 1 00 %
。

2 小华媒矿尘肺动态现察

我们对小华煤矿 14 6 名作业工人 (其中掘进工 81

人
,

采煤工 54 人
,

混合工 8人
,

辅助工 3人 ) 每隔 1 `

3 年进行一 次拍片检查
。

通过 21 年的动奋观察
,

未发

现尘肺病例
。

而柯坑矿尘肺患病率为 1 2
.

0 1 %
,

后金

矿尘肺患病率 8
.

35 %
。

3 各矿游离二级化硅
、

金属元亲含 . 分析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测定采用焦磷酸法
,

粉尘

中金属元素含量采用美国铂金一埃尔墨原子吸收光谱

P E 一
30 0 型仪器测定

。

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2
。

表 1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结果 (% )

单 位

柯坑矿

建矿时 间 粉尘种类 点致 X 士 S

19 6 6

后会矿 丁9 6 8

小华矿 1 9 7 0

矽尘

煤 尘

矽尘

煤 生

矽尘

煤尘

1 9
。

3 5 士 9
。

1 6

7
.

3 7土 3
。

9 9

3 1
.

0 6王 1 3
.

9 7

1 5
。

0 2士 1 1
.

7 3

2 5
.

84 出 1 1
。

0 8

1 0
。

1 0士 6
。

6 8

注
:

酒定时间为 1 9 9 2年

4 讨论

4
.

1 通 过21 年的动态观察
,

作者认为小华煤矿未发现

尘肺病主要原 因是该矿井下作业场所采用 湿式作业
,

湿度大于 9 0%
,

虽然气象条件较差
,

粉尘中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较高
,

但粉尘不易 飞扬
,

经 5 年井下粉尘浓

度监测
,

都控制在国内允许标准之内
,

作业工人吸入

肺内的粉尘量较少
,

是延缓尘肺发病的主 要 原 因 之

4
.

2 金属元素锌
、

钦可能有抑制镍的毒性的作用
,

延

缓尘肺发病时间
。

对小华矿调查发现
,

矽尘中镍元素

平均 0
.

0叫 8 %
,

而锌元素平均 0
.

0 9 3 3%
,

钦元素平均

0
.

53 3%
,

锌
、

钦元素分别高于镍元素 18
.

嫂
,

1 10 倍
。

.

三 明市职 业病防治院 (3 65 00 0)

.

福建上 京矿务局职工 医院

.

福建 闽西地质大队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