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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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

5 ~ 8 2
.
0

d B(A )
。

净化车间的工作人员对 7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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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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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m l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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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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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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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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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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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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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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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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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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5 6

肾上腺素
、

去甲肾上腺素
、

多巴胺与工龄之间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0 9
,
0

.

1 6
,

0
.

23
,

经显著性检验
,

P

值均大于 0
.

05
,

提示尿儿茶酚胺与二硫化碳作业工龄

无相关性
。

3 讨论

本次调查接触二硫化碳工人尿儿茶酚胺的变化情

况
,

从结果看 二硫化碳作业工人尿儿茶酚胺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
,

E
,

N E
,

D A 值均较对照组升高 2
.

7倍

以上
。

有作者认为
,

接触二硫化碳工人尿儿茶酚胺升

高的机理是进入体内的 二硫化碳经代谢变成二硫代氨

基甲酸酷
, 一

二硫代氨基甲酸醋能络合铜离子
,

抑制单

胺氧化酶的活性
,

而单胺氧化酶又可降解机体内儿茶

酚胺
,

主要是N E
。

因此单胺氧化酶的活性受到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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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体内儿茶酚胺水平升高
,

尿儿茶酚胺也相应升高
。

在对接触组 34 名工人尿儿茶酚胺水平的进一步研

究中发现有症状体征者尿中E
,

N E均高于无症状体征

的接触者
,

而且 E
,

N E显著性检验差异显著
。

说明有

症状体征者尿中 E , N E高于无症状体征的接触者和对

照组
,

再结合接触组与对照组尿儿茶酚胺水平比较的

研究
,

综合分析后认为
,

慢性二硫化碳中毒病人所出

现的多发性周围神经炎
、

三颇等神经系统体征与尿中

E , N E这两种神经递质水平升高有关
;

并且认为二硫

化碳作业工人尿中 E和N E 升高对诊断其慢性乙硫化

碳中毒具有参考价值
。

尿儿茶酚胺水平的升高并不是

二硫化碳的特异作用
,

有一些疾病如嗜铬细胞瘤
,

患者

尿儿茶酚胺水平也升高
。

因此应结合病史综合分析
。

汽车司机身体状况调查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 0 0 52) 黄志军 段小燕 杨金龙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

交通事故与机动车驾驶员的

个人生理
、

心理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为此
,

我们对

3。了51 名汽车司机的身体进行了检查
,

结果如下
.

1 内容与方法

1
.

1 本调查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我省 各 市 (地 ) 汽

车司机统一进行体检
,

内容包括
:
基本生理指标

:

视

力
、

视野
、

色觉
、

血压
、

听力 , 职业适应性指标
:
暗

适应
、

反应时
、

立体视觉 , 心
、

肺检查
。

特殊项目检查器材
:
弧型视 野 计

、

J Z A
一
1 型暗

适应仪
、

S G 一
A行为功能测试仪

、

J J T 一 1 型电测听力

计
、

色盲检查图
、

立体视觉检查图
。

1
.

2 判断标准

视力 (含矫正视力 )) 0
.

7
,

水平视野 ) 150
。 ,

垂直视

野 ) 115
。 ,

无红
、

绿色盲
。

血压
:

舒张压簇 12
.

7k P匕
,

收

缩压 ( 2 1
.

3k P a 。

听力
:
两耳听力在。 .

5
,
1

. 。 , 2
.

o U王z

频段时 ( 2 5d B ,

暗适应 ( 5 秒
,

立体视觉闭值簇 60 “ ,

选择反应时簇 8 00 比氛

2 结果与讨论

本次调查共体检 30了51 人
,

年龄 20 ~ 66 岁
,

50 岁

以下占92 %
,

反映出目前司机年龄结构以 中青 年 为

主
。

各年龄组检查项目不合格率见下表
。

各年龄组检查项目不合格率 ( % )

听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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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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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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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9 2

4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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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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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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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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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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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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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3
.

2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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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7
.

79 6
.

4 4 12
.

8 9

1 1
.

1 8 1 0
.

7 0 1 7
。

29

6
.

2 6

8
.

6 6

3 1
.

84

57
。

2 1

5 1
。

5 0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视力
、

视野
、

听力
、

血压等基

本生理指标的不合格率在各年龄组人群中均存在
,

且

随年龄增长而明显升高
,

尤其是 50 ~
、

60 一岁年龄组

的司机不合率最高
。

职业适应性指标的统计结果中也

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规律
。

胸X 线检查有 0
.

07 %的浸润

性肺结核病人
, .片位性病变占0

.

01 %
,

肺 部 炎 症 占

0
.

0 4%
.

心电图结果显示
:
心律失常 (过缓

、

过速
、

不齐 ) 占 1
.

54 %
,

传导阻滞 (窦房结内
、

心房
、

房室

及室 内传导阻滞 ) 占0
.

35 %
,

心室肥大占0
.

22 %
,

早

搏占0
.

15 %
,

心肌缺血占0
.

29 %
。

汽车司机的身体状况与事故的关系国内外有许多

研究
,

尤其是视力
、

反应时
、

暗适应与事故的关系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