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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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型垂直淘析仪气路压力与流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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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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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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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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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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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 (W H O ) 对于有机粉尘 (棉花
、

亚

麻
、

大麻 ) 职业接触限值的制定非常重视
。

国内外学

者认为
,

研究和普及可吸入性粉尘测试手段
,

对于制

定有机粉尘卫生标准
,

提高对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机尘

危害程度评价和研究水平有重要意义
。

可吸入性粉尘

是指可以沉积在肺泡和支气管内的粉尘粒子
,

其空气

动力学直径 < 1 5拼m
,

W H O 在 1 98 2年建议推荐采用

美国垂直淘析仪 (V飞r t ic al e hi t ir at or ) 作为采样方

法
。

我国在 80 年代由无锡化工仪表厂参照美国垂直淘

析仪的原理研制成功 K C
一
1 型可吸入性尘采样仪

,

从

两种垂直淘析仪的比较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

K C
一
1 型

所测得的可吸入性棉尘浓度较 G MW
一连00 0 型测定值

低
,

但两者呈密切相关 (r = 0
.

85 ) ,

说明用国产的垂直

淘析仪替代价格昂贵的G MW
一 4 0 0 0 型垂直淘析仪测

定可吸入性棉尘是可行的
,

但需加以改进
。

在测试实验中
,

发现K C一 1 型垂直淘析仪真空泵

压力变化较大
,

流量波动在 6
.

81 一 10
.

51 L /m in 之

间
,

比WH O 要求的流量 7
.

4 士 0
.

2 1 L l/ n i n 的允许范

围要大
,

而 G M W
一

钓DO 型垂直淘析仪真空泵压力基

本稳定很少波动
。

另外气路设计不合理
,

密封性能差

也是导致K C
一 1 型流量值波动的原因之一

。

美国产滤

膜质轻柔软尘粒易吸附
,

集尘效果较好
,

而上海产滤

膜的集尘童相对较差
,

对比测试发现美国 产 滤 膜 的

集尘里是国产滤膜的 1
.

4一 5
.

1倍
。

上述各因素导致两

种淘析仪测定值存在差异
。

美国G M VV一 4 0 00型垂直淘析仪作为W H O推荐的

棉尘采样仪及其测定方法
、

整机性能和集尘效果比较

稳定是值得推广使用的
。

国产的K C
一
1 型可吸入性尘

采样仪如加以改进
,

其质量
、

性能接近 G MW
一
4。。。

型
,

可推荐为替代价格昂贵的进 口美制垂直淘析仪
,

作为我国测定棉尘采样仪
。

稳态噪声对机体情感影响的研究

山西省临汾地区卫生防疫站 ( O叹10 0 0 )

山西临汾钢铁公司职工医院 邵爱莲

郭 玺

刘中才

稳态噪声能导致听力下降
,

并对心血管和内分泌

系统产生影响
。

然而稳态噪声对工人情感状态有无影

响
,

国内报道不多
。

为此
,

我们对接触稳态噪声的工

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某纺织厂接触噪声工人 1 91 名为观察 对 象
,

共中男 98 人
,

女 93 人
,

平均年龄为 36
.

9岁
,

平均接触

噪声工龄 1了
.

8年
,

按噪声声压级将工人分为 85 ~ 95

dB ( A )组 (男 5 0人
,

女 4 4人 ) 和 9 6一 1 05d B (A ) 组

(男 48 人
,

女 49 人 ) , 另选该地区不接触 噪 声 工 人

19 6名 (男 10 2人
,

女 94 人 ) 为对照组
,

其 年 龄
、

性

别
、

工龄
、

文化程度与接触组相似
。

所有调查对象均

无致听力下降的病史
.

另将两组按 5 年工龄为一个组

段分为六个组
,

分析接触工龄与情感得分的关系
。

1
。

2 情感状态测定

采用W H O 推荐的测验问卷
,

由专门受过心理卫

生量表测定训练的主管医师逐一 现场测试
,

共分六个

因子
:

紧张
一

焦虑 ( T )
、

优郁
一
沮丧 (D )

、

愤怒
一

敌意

(A )
、

有力
一

好动 (V )
、

疲惫
一

惰性 ( F )和困惑
一
迷茫 ( C ) ,

其中 T
、

D
、

A
、

F
、

C为负性情感状态
,

V 为正性情感状

态
。

1
.

3 噪声测定

采用 N D
一 2 型精密声级计和倍频程滤波器 (经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校准 ) 在工人作业位耳高度测量噪

声
。

统计学处理用F检验和 q检验
。

2 结果

2
.

1 接触水平 (噪声 ) 与情感变化的关系

噪声组的 T
、

D
、

F因子得分均值都比对照组显著增

高
,

见丧 1
。

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意义和极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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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稳态噪声声压级与情感状态的关系

噪声声压级 dB ( A)

(X士S)

V

6 9 ~1 5 0

8 5 ~9 5

对 照组9 16

6 1 士7
.

9 二 2 4
.

5 士1 2
.

7 二1 2
.

4出1 2
.

3 .

1 4
.

7 士5
.

0二19
.

6 士1 1
.

2二8 1
.

9 士8
.

4

1 1
.

6 士 4
.

9 1 0
.

3土8
.

8 1 5
.

5 土8
,

1

1 9
.

1 土 6
.

5 1 4
。

7 士 6
.

6二 1 4
.

3 士 4
.

3* *

1 8
.

3 士 5
.

4 1 1
.

3士 4
.

8二 1 1
.

7 士 4
.

2

1 7
.

6土 6
.

0 8
.

6士 2
.

2 1 0
.

8 土 3
.

5

9794

与对照组 比较 .
P < 0

.

05
,

二 P < 0
.

01

意义
.

96 一 10 5d B ( A )组的A
、

C 因子得分均值高于对

照组
,

有显著性差异
。

噪声组的 T
、

D
、

F 因子之间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
。

2
.

2 噪声对情感影响的性别差异
,

噪声组男性的T
、

A 因子得分均值 高 于 女 性
,

而

F
、

C和 V 三个因子得分均值则低于女性
,

经统计学处

理
,

差别有显著性 ( P < 0
.

05 )和极显著性 ( P < 0
.

0 1)
。

另外噪声组的负性情感因子得分均值均高于相应对照

组
,

经统计学处理
,

差别有显著性 ( P 均 < 0
.

05 或

0
.

0 1 )
。

2
.

3 接触工龄与情感变化的关系

见表 2
。

每一工龄组中接触噪声者 的 T
、

D
、

F 得

分均值高于对照组
,

经统计学处理
,

差别有显著性
.

每一嗓声组随工龄增加
,

负性因子得分增高不明显
,

裹 2 情感状态与工龄的关系 区士 s)

工龄 (年 ) 组别 n

< 5

5 ~ 1 0

1 1 ~ 1 5

1 6~ 2 0

> 2 1

噪声组

对照组

噪声组

对 照组

噪声组
对 照组

噪声组

对照组

噪声 组

对照组

1 5
.

2 士 6
.

2 . *

1 0
.

2 士 4
.

1

1 7
.

9 士 3
。

1二

1 5
.

0士 2
.

3

1 5
。

9 士 6
。

9二
9

.

0士 3
.

4

1 6
.

3 士 4
.

9 .

1 2
.

5 士 9
.

2

1 7
.

6士 7
.

8 .

1 4
.

4 士 5
.

5

1 8
.

2士 4
.

6二

1`
.

6 士 3
.

5

2 8
.

0士 7
.

8 .

2 1
.

0士 6
.

5

1 6
.

9士 1 0
.

2 .

1 0
.

5土 2
.

1

1 9
.

0士 7
.

4 .

1 6
.

0 士 5
.

9

2 7
.

4 士 1 5
.

2 .

2 0
.

4 士 1 2
.

1

1 7
。

0士 6
.

5

1 4
.

0士 8
.

9

2 5
.

2 土 1 0
.

9

2 1
.

3士 5
.

9

1 5
.

9 土 9
。

1 .

12
.

0士 5
.

7

1 9
.

4 土 8
.

7

1 8
.

5 士 7
.

8

2 3
.

8士 1 0
.

3

2 2
.

4土 8
.

1

2 4
。

0士 3
.

7 1 1
.

6士 3
.

3二 1 2
.

5士 6
.

1

2 3
.

6士 3
.

4 7
.

6 士 2
.

9 1 0
.

4 士 5
.

6

1 7 6士 2
.

7 1 4
.

6 士 5
.

0二 1 2
.

2士 通
.

2二

1吕
.

2士 7
.

3 9
.

2士 3
.

4 6
.

3 土 2
.

3

2 0
.

6 土 7
.

7 1 0
.

1士 4
。

7
.

1 2
.

3士 2
.

9
1 9

.

1 士 4
.

2 7
.

5 士 1
.

7 1 1
.

0士 1
.

0 .

1 9
.

3士 7
.

3 1 5
.

3 士 4
.

5 . 1 4
.

1士 3
.

6

1 6
。

5士 9
.

2 1 3
.

0士 5
.

1 1 1
.

0 士 5
.

7

2 0
。

5土 5
.

7 1 4
.

8 士 6
.

5二 13
.

9士 6
.

0 .

1 8
.

1士 4
。

9 1 0
.

5士 2
.

8 1 1
.

5士 2
.

7

厅̀O。1几通OJ工óJ八UZJ性ùb33月任内。35通434

与对照组 比较 . 尸 < 0
.

05
,

*. P < 0
.

01

但负性因子得分均值都高于相应对照组
。

3 讨论

有害因素对接触者情感状态的影响国 外 研 究 较

多
。

有学者研究将负性情感状态得分用作神经早期受

损或神经行为测试的重要内容
,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灵

敏性和重复性
。

本文侧重研究接触稳态噪声在未引起

神经系统损伤时的情绪改变
。

结果显示
,

稳态噪声对接

触者的情感状态有较强的影响
,

主要引起紧张 ( T )
、

优

郁 (D )
、

疲惫 ( F )负性情感因子变化
,

其次是愤怒 (A )

和困惑 ( C )
,

其得分均值都显著高于对照组
,

提示超

过 85 d B ( A ) 的稳态噪声可以致使机体出现负性情

绪改变
,

可能与稳态噪声致使心理紧张
、

内分泌功能

紊乱或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功能紊乱有关
。

本文研

究表明
,

85 一 95 d B (A ) 的稳态噪声主要引起机体紧

张
、

优郁和玻惫三种负性情绪
,

而 96 一 l o sd B (A ) 的

稳态噪声则引起机体紧张
、

忧郁
、

疲惫
、

愤怒和困惑

五种负性情绪因子
。

紧张
、

优郁和疲惫三种负性情感

因子得分均值随噪声声压级增高而增高
,

但无统计学

意义
。

稳态噪声引起情感变化的性别差异为
,

男性的

紧张和愤怒因子得分均值高于女性
,

其疲惫和困惑因

子得分均值则低于女性
,

差别有显著性意义
,

可能与

其生理特性及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对噪声的耐受性

有关
。

情感状态与工龄的关系
,

噪声组的负性情感因

子得分均值都高于对照组
,

但负性情感因子得分均值

与工龄的剂量与反应关系不明显
,

有待于 进 一 步 研

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