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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高频电磁辐射对人体影响的探讨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2 5 5026 )孙志杰 苗 泉 蒋绪亮 张 倩

关于高频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

国内外材

料报道较多
,

但结果不尽一致
。

作者多年现场工作发现

多数企业高频每日实际作业时间极不一致
,

而以往流

行病学调查资料多仅考虑 以工龄长短分组
,

笔者认为

这是导致剂量
一

反应关系研讨中结论不尽一致的重要

影响因素
。

因而笔者采用了以累积接触剂量分组并严

格控制各种混杂因素的配对调查方法
,

进行高频电磁

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探讨
。

内容与方法

对象选择 选择不接触高温
、

噪声
、

毒物等有害

因素
,

工作前无明显 内科疾患的高频作业工人 91 人为

调查组
,

其中印刷厂高频塑料热合操作女职工 32 人
,

机械加工厂
、

钢窗厂和钢厂高频淬火 和高频焊管操作

男职工 59 人
。

同时选择性别相同
,

年龄
、

工龄相近
,

不

接触高频的行政科室人员与调查组进行配对对照
。

1
.

2 接触剂量的计算及分组方法 使用建德县无线

电厂生产的 R J一 Z 型近区场强仪 (使用前经该厂 校

正 )
,

分别测试高频作业者头
、

胸
、

腹不同部位电场强

度
,

得出平均值代入下式
:

累计接触剂量 一 E
·

h
·

d

E 为头
、

胸
、

腹不同部位的平均电场强度
;
h 为每

个工作 日实际高频作业小时数
;

d 为每年实际高频作

业天数
。

以 E一 Zo V / m
,

每天工作 6 小时
,

每月工作 25

天
,

连续工作 5年代入公式得 ( 20 V /m x 6 X 25 X 1 2) X

5 = 2 8 0 o o o v / m
,

以 1 8 0 o o o V /m 为界
,

分为低剂量组

< 1 8 0 O OOV / m
,

高剂量组 ) 1 8 0 O0 0V /m
。

1
.

3 体检 内容
、

方法及评定标准

1
.

3
.

1 自觉症状
:

凡经常具有头痛或头晕 (昏 )
、

乏

力
、

睡眠障碍 (嗜睡
、

失眠
、

易醒
、

多梦 )
、

记忆力减

退四项症状中三项 阳性者列 为神经衰弱综合征
。

1
.

3
.

2 植物神经功能检查
:

用已校正半导体点温计

测定双手合谷穴皮温
,

温差 > 1
.

0 度为异常
:

血压
、

皮

肤划痕
、

血象
、

血红蛋 白
、

白细胞计数及分类
、

血小板

计数均按临床统一规定
。

心电图检查
,

以黄宛著 《临床

心电图学 》 为准

2 结果

经严格控制各种条件
,

筛选出观察对象 9 1 对
,

两

组具有可比性
,

详见表 1
。

表 1 调查组与对照组工龄情况

组 别

调查组

对照组

总人数 男 女 又土 S 尸

几O士 C
.

9 2

> 0
.

0 5
3 9士 0

.

4 3

自qn自伪乃O曰O曰ùō曰门O

::
2

.

1 自觉症状

从表 2 看出
,

高频组除胸闷及心前区痛外
,

其余症

状如神经衰弱综合症等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

且有显著

性差异
。

不同剂量组比较
,

高剂量组症状检出率高于低

剂量组
,

但神经衰弱综合症指标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2
.

2 植物神经功能检查

高频组皮肤划痕
、

舌震颤
、

手震颤阳性麦均高于对

照组
,

且有显著性差异
,

但不同剂量组多数症状阳性率

差异无显著性
。

表 2 高频组与对照组
、

低剂量组与高剂量组症状检出率 ( % ) 比较

组 别 头痛 头晕 乏力
记忆力 睡眠

减退 障碍
合悸 脱发 易激动 多汗 胸闷

心前

区痛

贫砍

减退

夭币 神经衰弱

酸痛 综合征

高频组

( 9 1 人 )

对照组

( 9 1 人 )

低剂量组

( 4 9 人 )

高剂量组

5 8
.

2
` “

6 3
.

7
件 份 7 2 5 9

.

3 二 7 0
.

3
份 ’

38
.

5
书 书

3 5
.

2
’ 书

3 3 1 6
,

5 3 1
.

9 5 9

2 2
.

5 1 4

5 0
.

0 6 9
.

1
书 书

7 3
.

8
“ .

8 0
.

9
. 书

8 0
.

9 6 9
.

1 6 9
.

1 4 2
.

9
.

5 0
.

0
.

3 8
爷

性 9
.

1 4 5
.

2
’ 苍

6 6

( 4 2 人 )

两组相 比 尸< 0
.

01
, ,

两组相比 尸 < 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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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血象

高频组与对 照组血红 蛋 白
、

血小板计数及分类检

验结果均无 显著性差 异

2
.

4心 电图

调查组与对 照组 88对 工 /、
窦性心律不齐发生率

分别为 37
.

5。 %
、

1 0
.

23 % (尸 < 0
.

01 )
,

窦性心动过缓

发生率分别为 28
.

41 %
、

18
.

18 % (尸 < 。
.

01 )
,

两组问

其他心电图改变均无显著性差别
。

故认为
,

高频电磁场

确能引起作业工 人的心电图改变
,

且主要改变为窦性

心律不齐及窦性心动过缓
。

进一步对两组工人的心 电

图结果进行计量分析发现
,

调查组心电图的 Q R S 间期

为 0
.

O 7 5 l m
S ,

对照组为 0
.

o 7 1 o m s
( P < 0

.

0 5 )
,

初步认

为
,

高频作业工人的窦性心 动过缓
,

似 主要是由于心室

肌的除极化速度延缓所致
。

3 讨论

近 几年来
,

关于高频电磁场对机体影 响的报道较

多
,

除神经衰弱综合征外
,

其他阳性结果 不尽一致
。

我

们认为造成上述结果的原 因
一

是各地对照组的选择存

在差异
,

二是各地高频作业电磁场接触剂量的计算方

法不一致
。

多数材料仅简单根据工龄分组 而忽视了场

强及工人实际接触时间
。

鉴于职业与疾病之间的流行

病学评价可产生偏倚和 随机错分
,

笔者按 照齐同对比

的要求
,

严格控制各种混杂因素
,

采用配对对照方法研

究了高频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电磁辐射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

综 合征
,

调查组 与对 照 组检 出率 分别 为 5 9
.

3 4%
,

1 5
.

38 % ( P < 0
.

01 )
。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高频组较对照

组明显增高
。

心 电图结果表明
,

高频电磁辐射主要引起

作业工人窦性心律不齐和窦性心动过缓
,

Q R S 间期延

长 巨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

根据累积接触剂量法分

组 比较并分析其症状
、

体征检查结果
,

除个别症状高剂

量组检出率增高外
,

反映中枢神经损害的神经衰弱综

合征及其他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指征检出率两组均无

显著性差异
。

(收稿
:

1 9 94一 1 1一 18 修回
:

1 9 9 5一 0 9一 1 4 )

乡镇企业鞋厂接苯女工血淋巴细胞
C A

、

S C E 的变化
杭州市职防院 ( 3飞0 0 0 6) 张琪瑛

近几年来
,

乡镇企业和 个体制鞋业中使用含纯苯

的粘合剂较多
,

加之劳动条件差
、

作业时间长
,

屡有中

毒病例发生
。

本文对某鞋 厂 16 例接苯女工进行外周血

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 ( C A ) 和 姐妹染色 单体互换

( S C E ) 检测
,

为改善乡镇企业工人 的生产条件提供临

床
、

毒理学的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1
.

1 观察组
:

1G 名接苯女工平均年龄 31 岁 (l 8一

55 )
,

平均接苯工龄 1
.

84 年
,

其中 10 名按 G B 一 3 2 3。 一

8 2 标准被诊断为慢性轻度苯中毒
。

同时 以 39 名不接

毒健康人为对照组
。

1
.

2 方法

1
.

2
.

, 取外周血按常规方法制备染色体标本
,

iG en
飞 -

as 染色
,

观察 50 个形 态完整的中期分裂相
,

计算染色

体数 目和 结构畸变的百分率
。

同时取血培养 2 4 h
,

加入

B
r d u
继续培养

,

常规制片
、

分化
、

iG
e
m

s a
差别染色

,

观察 20 个第二 细胞周期的分裂相
,

计算每个细胞及每

条染色体的 S C E 频率
,

末端互换计为 1 次
,

中间互换

计 2 次
,

着丝粒处互换计 1 次
。

1
.

2
.

2 用 S C E 标本计数 1 00 个分裂 相
,

依 照着 色情

况计算各周期的分裂相所占的百分 比
。

I 期分裂相
:

两条染色单体都深染
;

皿期分裂相
:

一条单体深染
,

一条浅染
:

l 期分裂相
:

一条单体浅染
,

一条部分深染
。

1
.

3 取指血进行白细胞计数 ( w B C )
,

一周内 3 次
,

取均值
。

2 结果

2
.

1 接苯女工的 C A
、

S C E 显著高于对照组
;
W B C 显

著低于对照组
,

见表 1
。

染色体总畸变率与 W B C 有显

著负相关
, : = 一 0

.

4 9 9
, t

r

= 2
.

1 5 7
,

P < 0
.

0 5
。

S C E 与

W B C 也 显著负相关
, r = 一 0

.

7 9 6
, t r

= 4
.

9 1 2
,

P <

0
.

0 0 1
。

而 C A
、

S C E I旬相关不显著
, r

= 0
.

1 8 2
, t r

=

0
.

7 5 3
,

P > 0
.

0 5
。

但各以对照组的 X 士 1
.

96 5 为标准
,

大于此值为

异常
,

算出 C A
、

S C E 的异常率各为 10 。%
、

31
.

2 %
,

用

四格表精确检验法测得 尸一 0
.

0 0 0 03
,

C A 异常率大大

高于 S C E
。

接苯女工的染色体数目畸变类型依次为亚二倍

体
、

高二倍体
、

四倍体 ; 结构畸变依次是断片
、

单体断

裂
、

单体末端缺失 ( 1 6
:

1 2
:

6
:

2 )
。

对照组为染色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