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8 2
.

1
.

5 2x o 1’
/L ; 酉旨酶阳性淋 巴 细 胞 百 分 率6 1

。

3 5 士

7
.

1伪 补体C3 1
.

3 5 士0
.

5 19 /L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 P >0
.

0 5)
。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
,

微波组工人的心 电图异常检

出率
、

神经衰弱症侯群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与国

内一些人的研究结果相似
。

微波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神经内分泌系

统
、

心血管系统及晶体和周围血象的变化
。

有关微波

对人体免疫功能影响的报道尚不多
,

有学者报道 1
.

0~

3 0叩W c/ m
Z的通讯微波作业工人的血清gI A增高 ; 另

有学者报道低场强的微波长时 间
二

作 用 可 引 起 机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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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G
、

gI M和补体 C 3的下降
。

本次调查发现
,

微波工

人的血清gI A
、

lg G
、

l gM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且有随工

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

微波组平均视力显著低于对照

组
,

因未进行晶体检查
,

不能确定下降原因是否为晶体

损伤
,

这是本次调查的遗憾
。

微波组补体 C 3 、

酷酶阳性

淋巴细胞等其它指标与对照组 比较均无差异显著性
。

本次调查提示
:
长期低强度接触微波可引起人体

植物神经功能和体液免疫水平的改变
。

单向免疫扩散

法测定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
,

简单易行
,

适应于

基层单位的批量测定 , 能否将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作为

低强度通讯微波作业工人的早期健康监护指标
,

有待

于进一步的探讨
.

河南省 6 4 5 0名肇事司机身体条件对比调查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00 52 ) 杨金龙 王安弘 段小燕

交通事故与驾驶员身体条件间的关系
,

国内外已 事故性质 以一般事故最多
,

占 7 6
.

9 4%
,

重大事 故 占

做 了大量报道
。

国内研究表明
,

近 13/ 的交通事 故 与 2 0
.

9 %
,

恶性事故占 2
.

16 % ; 事 故 责 任为 次责 占

驾驶员身体疾患有关多 国外如 日本对司机进行身体条 n
.

79 %
,

同责占 2 9
.

2 %
,

主要责任占 3 2
.

3 %
,

全 部

件职业适应性体检后
,

交通事故大大降低
。

本文就肇 责任占2 6
.

7% ; 事故原因中机械原因占 1 3
.

5 7 %
,

人

事司机与非肇事司机身体条件进行对比调查
,

以进一 为原 因占70
.

41 %
,

其它原因占1 6
.

0 2 %
。

步探讨交通事故与肇事司机身体条件间的相关关系
。

2
.

4 视野调查 事故组左眼水平视 野 狭 窄 异 常 率

1 内容和方法 11
.

13 %
,

右眼 11
.

53 % ; 非事故组左眼 n
.

82 %
,

右眼

调查抽取河南省 1 9 8 6年以来发生过交通事故
,

尤 1 2
.

3 8%
。

经统计学处理
,

左眼两组间有极 显著性 差

其是具有同等责任以上的司机为对象
,

同时抽取相应 异
,

右眼无显著性差异
。

条件未发生事故司机为对照
.

2
.

5 视力调查 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2 结果 2
.

6 视立体觉
、

色觉检查 两组间无显著性 差 异
。

2
.

1 人群构成 调查肇事司机 6 4 5 0人
,

非肇事 司 机 2
.

7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该项目严格选择 59 92 人 测

5 0 8 4 3人
,

共 5了2 93人 , 平均年龄 32
.

9 4岁
,

平均 工 龄 试
,

其中肇事司机 6 68 人
。

事故组异常 率 7
.

93 %
,

非

1 1
.

5年
。

事故组 8
.

22 %
,

总体上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但细分年

2
.

2 行驶里程 事故组平均行驶 36
.

18 万公里
,

非事 龄组统计
,

在 60 岁以上年龄组
,

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故组平均行驶 2 8
.

9万公里
。

2
.

8 听力检查 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2
.

3 事故调查 驾驶大货车司机事故发生率 最 高
,

2
.

9 身高
、

握力检查 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占事故组 的 6 4
.

6 4%
,

其次为小型车辆司机占21
.

43 % ; 2
.

10 血压检查 事故组收缩压异常占1
.

33 %
,

舒张

肇事司机与非肇事司机身体条件对照表

P值

项 目 一
一

一一里竺犯竺一一一 事 故 组

一
P 值

正常人数 异常人致 异常率 正 常人数 异 常人致 异常率

左眼水平视野

6 0岁 以上年龄组
神经行为功能

心 电图其它改变
( 陈旧性心 肌梗塞等 )

舒张压

收缩压

浸润性结核

45 1 2 2 1 1
.

8 2 5 7 2 2 1 4
.

1 3 < 0
.

0 1

< 0
.

0 5

n.óO八甘八甘
<<<<

甲.

几舀今én舀11

几U
.

…
匕曰O内七,二O

比勺一bl匕勺目O口月成斤̀11,二6J

SQ甘

nQù合O臼1二
.

…
,土d
.八甘nU

Ò,山

5317

4 3 0 9 6

4 8 01 9

4 5 3 5 0

4 9 7 9 4

2 2 0 1

4 5 0

65

5 5 5 9

6 03 6

5 6 1 6

63 0 9

0 1

0 1

0 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5 1 9 9年第8 卷第5 期

压异常占6
.

4 %
,

非事故组分别占0
.

” %和 5
.

4%
,

经

统计学处理
,

两者间有极显著性差异
。

2
.

11 心电图检查 在心电图其它改变上 (包括预激

综合症
、

低电压和陈旧性心肌梗塞 ) 事故 组 异 常 率

3
.

5%
,

非事故组 1
.

7%
,

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

肇事司

机与非肇事司机身体条件对照详见上表
。

3 分析和讨论

3
.

1 肇事司机 中 事 故 最 多 的 是 大 货 车 司 机 占

6 4
.

6 4 %
,

大货车司机是重点对象
。

3
.

2 事故调查中
,

一般责任事故最多
,

责任调 查 中

8 8
.

2 1%是同等以上责任
,

事故原因 中 人 为 因 素 占

7 0
.

4 1%
,

由此认为
,

交通事故主要由人为因素造成
。

·
2 8 7

·

3
.

3 视野检查中
,

事故组左眼视野水平狭窄明 显 高

于对照
,

说明由于我国是右行车道
,

在超车和汇车过程

中司机用左眼观察和 了望
,

如果左眼水平视野狭窄
,

在超汇车过程中所 出现的误差
,

将会造成交通事故
。

3
.

4 行为功能检查中
,

60 岁以上年龄组事故司 机 反

应迟钝明显高于对照
,

说明老年司机中神 经 反 应 迟

钝
,

易发生交通事故
。

3
.

5 血压检查 事故组舒张压明显高于 对照
,

高血

压 易引发交通事故
。

3
.

6 心 电图检查
,

事故组心率紊乱发生率 较 高
,

在

陈旧性心肌梗塞等项上事故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

心脏疾患也是引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

粮仓工人肝脾 B 型超声显像观察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谷尘引起人们呼吸系统过敏性反应早被认识
。

由

于化肥
、

农药及杀虫剂
、

杀菌剂
、

防腐剂的使用
,

粮

仓工人的肝脏是否会受影响尚未有报道
。

近年
,

我们

配合职业性体检
,

对某粮仓 65 名工人作了腹部 B 型超

声检查
,

并与“ 名非谷尘接触
、

性别
、

年龄配对的工

作人员作以比较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旅和方法

“ 名粮仓工人中男 56 例
,

女 9 例
,

年龄 22 ~ 59 岁
,

平均 37
.

6 1岁
,

其职业史中除接触谷尘外
,

未接 触 其

它有毒有害因素
,

饮酒史不详
,

病史中除 2 例 H B s八名

( 5 1 0 4 2 0 ) 林洁明

阳 性和 1 例有疟疾史外
,

其余无特殊记载
。

65 名对照

组中男 s e例
,

女 9 例
,

年龄 2 2~ 5 5岁
,

平均 37
.

5 5岁
,

其职业史中无接触有毒有害因素
,

其饮酒史不详
,

病

史中除有 3 例 H氏Ag 阳性外
,

余无特殊记载
。

全部

受检者均采用 日本产 sB L
一
38 A S 型线阵式实时超声

诊断仪进行检查
。

探头频率为弓M H oz

2 结果

两组受检者肝右叶斜径
、

肝右叶前后径
、

肝左叶

前后径
、

门静脉内径
、

胆总管内径及脾厚径见表 1
。

两组受检者B 超检查异常情况见表 2
。

衰 1 两组受检者 B超检查肝
、

脾主要数据比较 c( m ) (均值 士标准差 )

组 别 肝右叶斜径 肝右叶前后径 肝左叶前后径 门脉内径 胆总 管内径 脾厚径

粮仓组 1 2
.

5 6 士 0
.

9 9 1 0
.

6 0士 0
.

8 9 5
.

1 8 士 0
.

85 0
.

9 4士 0
.

1 6 0
.

4 0 土 0
.

0 8 2
.

3 5土 0
.

3 7

对照组 1 2
.

3 7士 0
.

8 7 1 0
.

1 6士 0
.

9 2 5
.

0 3士 0
.

7 9 0
.

9 0 士 0
.

1 1 0
.

3 8 土 0
.

1 0 2
.

3 9士 0
.

2 8

t 0
.

01 4 4 0
.

87 3 5 0
.

9 8 6 2 1
。

65 9 8 1
.

67 8 8 0
.

6 4 3 5

P > 0
.

0 5 > 0
.

舫 > 0
.

05 > o
.

cs > 0
.

05 > 0
.

妈

衰 2 两组受检者肝
、

脾B 超检查异常表现分布

肝内光点衍集 脂肪肚 肝内 胆小管扩张 脾 大 合 计
组 别

— — — —
大 2检验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粮 仓 组

对 照 组

7
。

6 9 1 0
.

7 7

4
。

6 2

5 4 1 5

0 0 0 0 0 3

2 3
.

0 8

4
.

62

X Z 二 9
.

2 9

P ( 0
.

0 1

. 该例有疟疾史

3 讨论

W H O 1 9 82 年在日内瓦召 :l] 专家组 会 议
,

认 为

谷物粉尘可引起过敏性气道反应 (职业性哮喘 ) 和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C O P D ) 以及外源性过敏性肺炎
。

特别提及稻谷粉尘可
`
J!起职业性哮喘

. ,

似末有人报道

过谷尘可引起肝脏损害
。

本次 B 型超声波检查发现某

粮仓65 例受检工人中虽然肝
、

脾的生理性数据都在正

常范围
,

但与性别
、

年龄配对的 65 名非谷尘接触的工作

人员 B 型显像作对比
,

结果除脾厚度均值略比对照组

低外
,

Jt 它各项均值都比对照组高
,

不过未见有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