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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例微机操作人员脑电图检查结果分析
齐齐哈尔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1 610 0 0) 刘 和 赵燕葵

为了解微机对操作人员的大脑是否有影响
,

1 9 9 1

~ 1 9 9 5 年对我市五个单位的微机操作人员进行了脑

电图检查
,

现将 24 1 例人 员检查结果报道如下
。

1 一般情况

被检查人员中年龄最小为 19 岁
,

最大为 57 岁
,

平

均年龄 30 岁零 7 个月
,

其中男 81 人
,

女 160 人
,

专业

最长 31 年
,

最短 6 个月
,

从事专业平均 6 年
。

2 方法

E E G 描记方法
,

采用上海医疗电子仪器厂生产的

N D
一
1 6 1 脑 电机描记

,

时间 0
.

3 5 ,

滤波 3 OH z ,

纸速

3 o m m s/
,

E E G 诊断分级根据冯应现主编的 《临床脑电

图学 》
,

分为正常脑电图
、

边缘
、

轻
、

中
、

重度及异常

脑电图
。

3 结果

3
.

1 年龄构成
:

以 25 一 30 岁年龄组最多 74 人
,

占

3 1 %
;
依次为

:
1 9一 2 5 岁 5 7 人

,

占 2 4%
; 3 0一 3 5 岁

5 1 人
,

占 2 1%
; 3 5 ~ 4 0 岁 2 7 人

,

占 1 1 %
; 4 0一 4 5 岁

2 0 人
,

占 8%
; 4 5 岁以上 1 2 人

,

占 5%
。

3
.

2 工龄
:

以小于 5 年者最多
,

1 49 人
,

占 65
.

9%
;

5一 1 0 年 4 2 人
,

占 2 5
.

6 %
; 1 0一 1 5 年 2 0 人

,

占 5
.

5 %
;

1 5 年以上 1 5 人
,

占 6
.

6%
。

3
.

3 脑电图检查情况
:

发现异常脑 电图 41 例
,

其中
,

边缘脑电图者 37 例
,

占 90 %
;
轻度异常者 4 例

,

占

1 0 %
;
未发现中度

、

重度异常脑电图者
。

脑电图异常者

的年龄分布以 25 一 30 岁改变最多
,

17 例
,

占 4 1
.

5 %
;

依次为 1 9一 2 5 岁 s 例
,

占 1 9
.

5 % ; 3 0一 3 5 岁 5 例
,

占

1 7
.

1%
; 3 5一 4 0 岁 5 例

,

占 1 2
.

7 % ; 4 0 岁以上者 4 人
,

占 9
.

7 %
。

3
.

4 主要症状体征
:

统计 2 26 例体检表
,

主要表现为

神经衰弱症候群
,

详见下表
。

22 6 例微机操作人员主要症状体征

症状体征 例数 发生率 (% )

头 痛 7 3 3 2

头 晕 7 1 3 1

失 眠 2 6 1 1
·

5

多 梦 2 4 10
·

6

嗜 睡 3 L 3

记忆力减退 19 8
·

4

恶 心 10 4
·

4

乏 力 2 8 1 2
.

4

三 颤 3 5 1 9
.

5

4 讨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
,

微机将迅速普遍应用
,

此项工作

属高度紧张作业
,

但其对人体的危害目前尚未发现有

这方面的研究报道
。

1 9 9 1 年以来
,

我们对全市五个单位的微机操作人

员进行了体检
,

从本组资料直观看
,

主要症状为神经衰

弱症候群
。

我市从事微机作业人员中
,

年龄在 30 岁以

下者为多
,

分布在 25 岁左右
,

但脑电图统计学处理
,

与

正常脑电图 比较 丫一 0
.

0 98 < 3
.

84
,

故 尸 > 0
.

05
,

未见

明显差异
,

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微机对人体脑血管作用

不明显
,

关于微机作业的危害有待进一步探讨
。

(收稿
: 19 9 5一 0 7一 3 1 修 回

: 1 9 9 5一 0 9一 26 )

橡胶厂硫化车间工人血硒
、

血清 G S H P x 和 L P O 的调查分析

上海铁道大学 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 2 0 0 0 7 0) 张世玲 祝寿高 张志强 肖伟林 陈明凤

材料和方法

1 调查对象

选择硫化车间工人共 10 1 名
,

男性
,

年龄 20 ~ 60

,

平均 3 7
.

4士 8
.

3 岁
;
工龄 2一 4 0 年

。

2 检测项 目及方法

清晨收集空腹静脉血 6 毫升
,

作以下 3 项指标检

氨基蔡

血硒 采全血 100 闪
,

滴于滤纸片上
,

采用二

( D A N ) 荧光测定法
。

岁.1测.1

近年人们对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硒的功能
,

尤其它

的抗氧化
、

抗肿瘤
、

延缓衰老以及增强免疫力等作用
,

逐渐给予重视
。

1 9 8 7 年 Br on is l
a w 等报道橡胶工人

、

电

站工人的血硒
、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 G S H P x) 活力

低于对照工人
,

而 相反脂质过氧化物 (L P O ) 则高
。

橡

胶行业工人的癌症多发状况 已见多篇报道
。

为进一步

探讨此 间题我们于 1 9 9 4 年 4 月对上海某橡胶 厂硫化

车间 10 1 名工人作了血硒
、

G S H P x
和 L P O 三项指标

的调查
,

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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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2 血清 G S H P x
测定 采用 N A D P H 偶联法

。

1
.

2
.

3 血浆 L P( 〕 测定 采用 T B A 荧光测定法
。

1
.

3 其他

在该厂保健科医生协助下
,

收集有关年龄
、

工龄及

一般健康状况
。

2 结果

2
.

1 全血硒
、

血清 G S H P x
和血浆 L P O 均值

1 01 名硫化车间橡胶工人 3 项指标的均值分别为

0
.

1 2 2 士 0
.

0 3 4拜 g / m l
,

1 7 8
.

2 5 士 2 7
·

8 0 单位 ( l 单位 =

拼m
o
l N A D P H 被氧化 /分钟 /升血 )

,

2
.

1 2 9士 0
.

9 4 2 n
m

o l /

ml
,

均在本实验室采用的正常值范围内
。

不同年龄组和不

同工龄组 3 项均值未见有规律的趋势
,

各组之间差别无

显著性
。

2
.

2 全血硒
、

G S H P x
低于正常值和 L (P ) 高于正常值

的发生率

根据本实验室方法
,

全血硒值镇 .0 100 雌 / m l者为

低于正常值
,

共计 18 名
,

占 17
.

8 %
; G SH P x

毛 150 单

位者为低于正常值
,

共计 12 名
,

占 100 份标本 (丢失

1 份 ) 的 1 2
.

0%
,

其中 2 名以上两值均低于正常
; L (P 〕

值超过 4
.

o n m ol / m l 者
,

本实验室定为不正常
,

共 4

名
,

其中 2 名同时 G S H P x

值偏低
。

以上 3 项指标之一

不正 常者共 31 名
,

占 30
.

69 %
;
两项同时不正常者共

4 名
,

占 3
.

9 6 %
;
无 3 项同时不 正常者

。

血硒最低值为

0
.

0 7 7拌g / m l ( 3 名 )
,

3 名 < 0
.

0 9 0拜 g / m l
,

其余 在

0
.

0 9 0拜g /m l 以上
。

血清 G S H p x
最低值为 9 0

·

0 3 单位
;

2 名 < 9 5
.

。 单位
,

10 名 < 15 0 单位 ; L P O 最高值为

5
.

8 6 n m o
l /m l

,

3 名 > 5
.

o n m o
l / m l

,

1 名在 4
.

0 和 5
.

0

间
。

3 讨论

本次调查橡胶厂 1 01 名硫化车间男性工人的全血

硒
、

血清 G S H P x ,

其均值在正常值范围内
。

这次调查

并未设对照
,

而 以本组上海货运北站 56 名工人血硒资

料作参考
,

这些工人也为男性
,

平均年龄和劳动强度相

似
,

测定方法
、

测 定人 员及条件均同
,

有较好可比性
,

其血硒均值为 0
.

128 士 。
.

0 2 0雌 /ml
,

与本组结果无差

别
。

但 这次 调 查 1 01 名 硫化 车 间 工人 血 硒低 于

0
.

1 0 0拜g / nr l者有 2 5 名 ( 1 7
.

8 2 % )
,

而上述货运 5 6 名

工人
,

仅 1 名低于此值
,

差别有显 著性
。

国内曾有人用

高硫饲料制成低硒动物模型
,

故有关硫化车间环境中

的硫能否影响人体内硒的代谢
,

也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

Br
o
in sl a w 报道国外橡胶

、

电站工人血硒
、

G S H P x
均值

低于对照工人
,

该作者并认为由于 出汗较多所致
,

但本

次调查硫化车间
,

同样高温
,

工人出汗多
,

不能解释
。

过氧化脂质 ( L P O )值一般可反映机体脂质过氧化

作用水平
,

最后产物脂氢过氧化物 ( L O O H ) 可引起细

胞成分的损伤
,

并可能有致癌作用
。

对肿瘤高发的橡胶

工人进行 L P O 水平调查不无意义
。

但本次调查结果
,

与 B or in
s
la w 报道不同

,
L P O 均值不高

,

可初步提示该

厂硫化车间环境中似不存在有明显损害机体硒代谢及

抗氧化能力的有害因子
。

(感谢该厂卫生保健科周华
、

昊建明等的协助
。

)

(收稿
: 1 9 9 5一 0 7一 3 1 修 回

: 1 9 9 5一 0 9一 2 6 )

一起急性苯中毒事故的劳动卫生学调查

王 丽华
`
刘晓红

,

王 奕
`

丁小 竹
,

刘武俊
2

曹坚 忠
3

王建华
3

因使用含苯氯丁胶而引起急性苯中毒的事故时有

发生
,

本文报道的是对一起急性苯中毒事故进行的劳

动卫生学调查和分析
。

1 事故经过

1 9 9 4 年 9 月 14 日
,

杭州某皮件厂某厂外加工点

的 15 名胶粘工少
、
及其随同帮工的 10 名 4 ~ 14 岁儿童

因先后 出现 头晕
、

头痛
、

胸闷
、

恶心
、

呕吐
、

双眼流泪
、

间歇性哭笑
、

昏迷等症状
,

被急送市人民医院抢救
,

经

该市卫生防疫站会诊
,

初诊为急性苯中毒
。

为明确中毒

原 因
,

市
、

县二级职防机构立即进行了联合调查
。

2 现场调查

该厂为镇办企业
,

个 人租赁
。

建厂 3 年来
,

一直生

产 真皮皮包
,

1 9 9 3 年 3 月改制拼皮皮包
,

开始使用 801

粘胶剂
,

粘胶剂购 自杭州市郊某粘胶剂厂
。

一间约

30 m
,

的厂外粘胶加工场设在某承包人的家中
,

加工场

中无任何通风防护设 施
,

仅在中央有一 台吊扇
。

使用粘

胶剂一年多来
,

未发生中毒情况
,

但从厂承包人到工人

无一知道粘胶剂成分
,

更不 知道有毒
,

胶水标签上注明

801 胶粘剂
,

有使用说明和生产厂家
,

但未标明成分和

毒性
。

工 人实行计件制
。

9 月以来
,

厂方为突击赶制拼

皮皮包
,

连 日加班加点
,

9 月 14 日下午
,

15 名工人把

各自家人带到粘胶工场
,

帮助粘制皮包
。

除晚餐半小时

1
.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3 10 0 0 6 )

2
.

富阳市卫生防疫站

3
.

江干区卫生防疫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