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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检查

2
.

2
.

1 接触组 97 例工人体检结果 主要表现为神经

衰弱症候群
,

头痛
、

头昏检出5 2例
,

检出率5 3
.

6%
,

对照组检出2 7例
,

检出率 2 7% (龙 2 = 1 4
.

5 0 , P < 0
.

0 1 )
。

记忆力减退检出24 人
,

检出率2 4
.

7 %
,

对照组检出10

人
,

检出率 1 0% (笼2 = 7
.

4 9
, P < 0

.

0 1 )
。

失眠检出 1 7人
,

检出率 1 7
.

5 %
,

对照组检出 7人
,

检出率 7 % (沪 =

5
.

1
,

P < 0
.

05 )
。

乏力检出21 人
,

检出率 2 1
.

6%
,

对照

组检出 9 人
,

检出率 9 % (护 = 6
.

1
,

P < 0
.

0 5)
。

以上

各项经统计学处理均有显著性差异
。

食欲减退
、

四肢酸痛
、

咽痛等与对照组 比较都有

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2
.

2
.

2 症状体征出现与工龄的关系 接触组 头 痛头

昏
、

失眠
、

乏力
、

记忆力减退 15 年工龄以上的比 14 年

以下的呈递增趋势 ( P < 0
.

01 ) ,

畏光
、

咽痛也随工龄

3 5 3

增加而递增 ( P < 0
.

0 5)
。

2
.

2
.

3 其它项目检查结果 心电图接触组异常 n 例
,

对照组 15 例无显著差异
。

血常规
、

肝功能转氨酶各项

数值无差异
。

肝胆 B超无差异
。

血压偏低
,

在 1 2 / s k P a

左右
,

考虑与神经衰弱有密切关系
。

3 讨论

M M A 的聚合物俗称有机玻璃
,

广泛 应 用 于航

天
、

汽车
、

仪表
、

制笔
、

牙科
、

矫形外科等领域
,

单

体还作为油漆
、

涂料的添加剂和溶剂
。

M M A 对眼
、

皮肤
、

粘膜有低至 中等度刺激作用
,

高浓度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影响
。

本文调查的接触工人
,

有明显的头痛

头昏
、

乏力
、

食欲减退
、

记忆力减退等神经衰弱综合

征及咽部刺激症
。

提示汉巳住A 的慢性致病作用对工人

健康有一定危害
。

因此
,

应从职业卫生学方面重视防

护
,

加强预防工作
。

超净环境对作业人员健康影响的调查
浙江绍兴市卫生防疫站 ( 3 1 2 0 0 0 ) 曹碗娟 叶 群

浙江医学科学院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杨佛蓉 黄德 明

由于现代工业某些行业的特殊要求
,

各种超净生

产环境日益增多
。

超净作业人员普遍 主 诉 头 昏
、

乏

力
、

易感冒等类似
“

空调病
”

的征象
。

为此
,

我们对

某厂不同净化度车间进行了现场调查
,

探索超净环境

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该厂净化车间工人 12 9名作为调查对象
,

其

中男性 6 2名
,

女性 67 名
,

年龄 19 一 4 0岁
,

平均年龄

3 0
.

5岁 , 工龄 1 ~ 20 年
,

平均工龄 10
.

4年
.

另选非超

净作业人员 1 28 名作对照组
,

其中男性 60 名
,

女性68

名
,

年龄20 ~ 45 岁
,

平均年龄 3 0
.

2岁
,

工龄 1 ~ 22 年
,

平均工龄 9
.

6年
。

两组年龄
、

性别及工龄之构成经统

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 ( P > 0
.

05 )
。

1
.

2 方法

选择该厂非净化车间办公室为对照点
.

分别测定

净化车间及对照点的气象条件
、

空气 离 子 浓度
、

噪

声
、

C O Z及细菌总数
。

1
.

2
.

1 气象条件测定
:
温度

、

湿度
、

气压和风速
。

1
.

2
.

2 空气离子浓度
:
使用 C N F 一 1 型大气离子浓

度测量仪测定
,

算出单极系数及评价指数 ( C l)
。

1
.

2
.

3 噪声
:

使用N D ` 脉冲精密声级宝1
·

。

1
.

2
.

4 C O Z :
采用酸碱中和 目测法

。

1
.

2
.

5 细菌总数
:

采用平板暴露法
。

1
.

3 体检项 目

体检项目包括
:

询问职业史
、

病史和自觉症状
,

进行内科与神经系统检查
,

同时进行肌电图
、

心电图

及血常规检查
。

2 结果

2
.

1 气象条件
、

C O Z 浓度和细菌总数测定

从表 1 可见超净车间和对照点的温度
、

气流
、

气

压相差不大
,

C O Z浓度均未超标
,

细菌总数低于对照

点
,

超净车间相对湿度较办公室为高
。

2
.

2 空气离子浓度测定

从表 2 可见超净车间空气中负离子浓度较低
,

正

负离子 比例失调
,

空气离子评价指数小于对照点
。

2
.

3 噪声强度测定

超净化车间噪声强度为 7 6
.

5 ~ 82
.

o d B ( A )
,

以低

频噪声为主
,

超过了我国 1 9 7 9年颁布的 《空气洁净技

术措施》 中规定的噪声强度要求
。

对照点噪声强度为

5 6
.

o d B ( A )
。

2
.

4 超净作业人员的白觉症状发生率

从表 3 可见超净组工人各种自觉症状的发生率均

高于对照组
。

经 : 2检验两者存在 117常显著差异 ( P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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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净化度车间气象条件
、

C O:浓度及细菌总数侧定结果

净化度 ( 级) 退度 (
o

) C相对浪度 ( % ) 气流 ( m /) S气压 ( n P公) 细 菌总数 ( 个 /皿 )

1 0 0

1 0 0 0

1 0 00 0

1 0 0 0 0 0

对照点

0
。

1 6

0
.

1 5

〕
.

1 5

Q
.

2 1

0
.

9 0

1 01 8
.

0

1 01 8
.

0

1 1 8 0
。

0

2 1 0 0
.

0

17 1 0
。

0

C O:( % )

O
。

1 06

0
.

0 38

0
.

0 38

0
.

2 0 5

0
.

062

9 8 6 4助 9 072

,舀口bo

…

O即介J,口八.,̀且̀移山,臼ǹ2

衰 2 不同净化度车间空气离子浓度测定结果

净化度 (级 ) 正离子N
今

(个 cI m ,) 负离子 N
·

(个 / c m勺 单极系敬 N
今

/N
.

C l 清洁度评价

1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0 0

对照点

2 83
.

5 ( 2 5 2~ 3 0 9)

1 3 9
.

8 ( 1 20~ 16 2 )

1 4 0
.

7 ( 1 0 5~ 1 7 7 )

2 8 5
。

0 ( 2 4 9~ 3 1 5 )

16 0
.

8 ( 1 3 2~ 1 98 )

0

0

46
.

8 ( 0~ 7 5 )

1 7 3
。

1 ( 13 5~ 2 2 8 )

2 1 3
。

3 ( 1 6 8~ 2 8 2 )

二
3

.

0 1

1
。

6 5

0
。

7 5

0

0

0
.

0 1 6

0
.

1 0 5

0
.

2 8 4

临界值

临界值

临界值

临界值

临界值

衰 3 超净作业人员自觉症状发生率

头 痛 头 昏 乏 力 失 眠 多 梦
翻 J 口 d 翻 l 月̀

—
一

—
一

— — —
例数 例数 例数 例数 例数

.

日05,
占,人`O,曰`五9

已O22
1占̀二超净组

对服组

2 4
.

0

7
.

8 :: ::::
4 5

.

0

7
。

8

2 2
.

5

6
。

3

2 7
.

1

6
.

3

健 忘 恶 心 昌感 冒 关节故痛 四肢琳木
组 别 例 数

例数 例数 例数 例致

超净组

对照组

1 2 9

12 8

10
。

9

1
。

6

3 1
.

8

3
。

9

例数

2 2 1 7
.

1 17
.

1

1
。

6

J,
2

.
l一才6

:
古q` .三J1

。
。

01 )
。

21 名工人肌电图检查未发现异常
。

2
.

5 超净作业人员血压
、

心电图
、

肌电图 异 常发生 2
.

6 超净作业人员外周血血象异常发生率

率 从表 4 可见超净组工人外周血血 象 测 定
,

血色

体检发现超净组工人心电图
、

血压
、

体表温度
、

手 素
、

白细胞
、

血小板偏低与对照组相比均有非常显著

部出汗
、

膝反射
、

四肢痛觉等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差异 ( P < 。
.

0 1)
。

衰 4 超净作业人员外周血象侧定结果

血色素偏低 白细班偏低 血小板偏低
组 别 例 数

一—
,

—
例致 ( % ) 例数 ( % ) 例数 ( % )

超净组 1 2 9 2 9 ( 2 2
.

5 ) 2 2 ( 1 7
.

1 ) 1 8 ( 14
.

Q )

对照组 1 2 8 6 ( 4
.

7 ) 8 ( 6
.

3 ) 2 ( 1
.

6 )

注 : 血红蛋白 男 < 1 1 59 / L
,

女 ( 1 05 9 / L
, 白细胞计致 ( 4 x 1 0。 / L , 血小板 计致 < s o x i o。 / L

3 讨论

3
.

1 超净程度与空气离子浓度的关系

本次调查发现超净环境负离子浓 度 很 低
,

其中

10 0级与 1 0 0 0级负离子浓度为 。 个 c/ m 3 。

出现净化程

度越高负离子浓度越低的现象
。

经相关分析有显著差

异 ( P < 0
.

0 5)
。

车间空气中负离子浓度低于自然通风

房间
,

是由于空气通过三级净化处理时经过风道
、

空

气滤过器及静电作用
,

其中负离子大部分被阻滞或吸

附所致
。

为此正负离子比例失调而引起单极系数异常
。

3
.

2 超净环境对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

从调查中可见超净组工人头昏
、

头痛
、

失眠
、

多

梦等神衰症候群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

其原因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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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房和心理因素有关
。

超净组工人外周血像检查血

色素
、

白细胞及血小板偏低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

异
。

是否因正负离子比例失调而导致血液电位变化尚

需进一步探讨
。

3
.

3 超净环境与噪声及其它因素的综合影响

本次调查不同净化度车间噪声强度为 76
.

5 ~ 8 2
.

0

d B (A )
。

净化车间的工作人员对 7 Od B (A )以上的主

观反应已较明显
,

“ %的人有不适感
。

是否由于超净

环境中负离子减少
,

造成人体质下降
,

脑血管收缩
,

3 5 5

而对噪声的敏感性增加
。

由于超净车间湿度增加
,

作业人员关节酸痛的发

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在恒温的环境中工作
,

室内外

温差大
,

易感冒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长期在恒

温
、

恒湿
、

空气负离子浓度偏低的超净环境中工作产

生的不适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

今后对此应引起足够

的重视
。

建议超净车间安装负离子发生器
,

提高空气

中负离子浓度
。

二硫化碳对接触者尿中儿茶酚胺水平影响的调查
吉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3 00 6 1 ) 刘

为了调查二硫化碳对人体尿中儿茶酚胺的影响
,

探讨儿茶酚胺在评价二硫化碳对人体影响中的作用
,

我们对 34 名接触二硫化碳的作业工人和 26 名正常对照

人群进行了尿中E (肾上腺素 )
、

N E (去甲肾上腺素 )
、

D A (多巴胺) 的测定
。

1 对妞与方法

1
.

1 对象

接触组选某化学纤维厂 34 名接触二硫化碳的作业

工人
,

其中男性 26 人
,

女性 8 人
,

年龄 18 ~ 45 岁 , 工龄

1 ~ 13 年
。

对照组选不接触二硫化碳的省某单位工作

人员26 名
,

其中男性18 人
,

女性 8 人
,

年龄 22 ~ 47 岁 ,

工龄 1 ~ 18 年
。

1
。

2 方法

接触组和对照组均在正常工作 3 个小时后留尿
,

军 孟 月 周耀红 丁 丽华 陈 彬

用试管采 5而尿样
,

冷冻保存
。

取酸化后的尿样 1
.

S m l加 1 9 硫酸按
,

离心
,

上清

液分别用乙酸 乙醋
、

正己烷 2
.

5呱 萃取
,

弃去有机相

后
,

加 50 而 5写硫代硫酸钠和 5 0而 10 % E D T A 棍

匀
,

用氢氧化钠调PH值为 8
.

6
,

加 15 0耳唱处理过的氧

化铝吸附
,

用燕馏水洗后加 300 川 。
.

4 N高抓酸溶液
,

待侧
。

选用 L C
一 6A 高效液相色 谱 仪

,

色 谱 条件 为

Y G W
一

C 1 .

柱
、

H A C
一

Na A C缓冲液流动相
、

离子对

试剂 IP R
一B : ,

流速 I ilIT / m in
,

检侧电位0
.

6 5 V
。

2 给果

接触组尿中肾上腺素
、

去甲肾上腺素
、

多巴胺较

正常对照组均明显升高
,

经显著性检验差异均具有显

著性 ( P < 0
.

0 1 ) ,

见表 1
。

裹 1 两组尿中儿茶酚胺水平的比较 ( X 土 s)

E N E D A

分 组

— 一 —
gn / m l gn /m l gn / m l

3l韶3422接触组

对照组

2 0
.

2 3土 1 6
.

5 4二

4
.

8 6土 2
。

2 1 ::
3 4

.

3 5 士 2 9
.

0 1二

9
。

3 9 土 7
.

0 1

1 2 4
。

9 士 6 3
.

8二

1 5
.

49 士 9
.

5 0

二 P < 0
.

0 1

从表 1 中可见
,

接触二硫化碳工人尿中的E , 到卫
,

D A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E较对照组升高3
.

7倍
。

提

示 接触二硫化碳可使人体尿中E
, N E

,

D A水平升高
。

为探讨儿茶酚胺在诊断慢性二硫化碳中毒中的价

值
,

我们对接触组 34 名观察对象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

研究
: ( 1 )将 34 名观察对象按有无症状体 征 分成 两

组
,

进行尿中儿茶酚胺水平的比较 (见表 2 )
。

( 2 )

把观察对象的尿中儿茶酚胺水平和接触二硫化碳年限

作相关分析
。

从表 2 巾可以看出有症状体征者尿中肾上腺素
、

裹 2 接触C S Z 有无症状体征者尿中 儿 茶 酚 胺

水平比较江 士 s)

分 组 n E ( gn / m l) N E (照 / m l)

有症状体 征者 1 2 2 7
.

5 3 . 4 3
.

1 8 .

无症状 体征者 2 2 1 6
.

1 8 2 9
.

5 0

.
P < 0

.

0 5

去甲肾上腺素较无症状体征者显著增高
。

提示 E , N E

水平升高可能与出现多发性周围神经炎
、

三颤 (眼颇
、

舌倾
、

手嫉 ) 等二琉化碳中毒表现有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