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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在 120名接触中低剂量噪声
、

未出现语频听损的工人中发现高频听力损伤 42人 (经

年龄性别校正
,

患病率 35
.

0 % )
,

累积噪声暴露量由< 7d5 B (A ) 增加至 > 9 d5 B ( A ) 时
,

高频听力损

伤患病率由 6
.

3 %上升至 53
.

3写
。

用 L og i st i。 回归模型进一步观察到累积噪声暴露量增加 ld B ( A ) 时
,

调整后的 o dd
s

R at io 为 1
.

1 3 6 (尸~ 0
.

0 0 1 )
,

证实中低剂量噪声暴露与高频听力损伤之间存在剂量
一

反

应关系
,

长期接触中低剂量噪声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高频听力损伤
。

关锐词 高频听力损伤 剂量
一

反应关系 L
o g is it

。
回归模型 中低剂量噪声

现已证实长期接触中高剂量噪声可 以引 ) 2 d5 B
。

用红声器材厂的 H S 5 6 7 0 型脉冲积

起 听力损伤
,

且累积噪声暴露量与高频 听力损

伤患病率之间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
2 〕 。

本文采

用类似的方法对接触中低剂量噪声 的工人进

行了观察
,

以了解其是否也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

系
。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某厂制氧
、

制罐等车间的 1 50

名操作工
。

选择接触噪声作业工龄半年以上
、

工作前未患过 听觉 系统疾病的 1 20 名工人作

为研究对象
,

其中 7 5 人在 > s s d B ( A )
、

4 5 人

在 < 75 d B ( A ) 的环境中工作
,

平均年龄 31
.

4

士 8
.

4 岁
,

噪声作业工龄 10
.

0士 8
.

9 年
。

调查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

职业史 (包括工 时记录

等 )
、

个体防护
、

个人及家庭疾病史
、

吸烟 习惯

(每 日吸烟 1 支及以上者为阳性 ) 等
。

由经过培

训的劳动卫生医师负责询问并填写调查表
。

用

M a ds e n N T B
一

40 型听力计 (经中国计量院校

正 ) 按 G B 7 5 8 3
一

8 7 在工人脱离噪声 16 小时以

后测量左
、

右耳 1 25 H z ~ s k H z
的纯音气导听

阐
。

用 15 0 1 9 9 9 : 1 9 9 0 ( E〕 附录 A 中不接触

噪声人群不同年龄
、

性别各频率的平均听阂校

正工人的实际测定听阂
〔 3〕 。

语频听力损伤判定

标准为 s o o H z 、

I k H z 和 Zk H z
经校正的平均听

阑左
、

右耳均 > 2 d5 B ;
高频 听力损伤为 k3 H z 、

k4 H z 和 k6 H z
中任一频率经校正的纯音 听闽

分声级计测定车间内工人工作岗位耳高度噪

声声压级
。

累积噪声暴露量按以下等能量公式

计算
〔 1〕 :

累积噪声暴露量一 1 01 0 9 〔艺
1。 01

义 噪
却礴

x 噪声作业工龄 x 每日工作小时一 8〕

累积噪声暴露量为 d B ( A ) 年
,

噪声声压

级为 dB ( A )
,

噪声作业工龄为年
。

调查结果输入 BI M 微机
,

用 S P S S P C +

v 3
.

。 软件包和 E G R E T V 2
.

1 软件包分别计

算 均 数
、

听 力 损 伤 患病率 及 O d ds R at io

(O R )
,

并做卡方检验和 L o g i s t i e 回归分析
。

2 结果

两个车间共测定 27 个 噪声点
,

噪声性质

为 连续 稳态 噪声
,

平均声压级 8 6
.

d6 B ( A )

〔79
.

3 ~ 9 2
.

sd B ( A ) 〕 ;
其他车间平均声压级 <

7 5 dB ( A )
,

累积噪声暴露量为 9 0
.

6士 8
.

l d B

( A ) 年
。

所有工人均未曾使用耳塞或耳罩等个

体防护用品
。

在 12 0 名工人 中发现 高频 听力 损伤 42

人
,

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为 35
.

0% ;
未发现语

频听力损伤患者
。

由表 1 和图可见
,

随着累积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 1 0 0 0 8 3 )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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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暴露量的逐渐增加
,

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

明显升高
,

呈典型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p < 0
.

05
。

同时发现
,

吸烟工人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明

显高于不吸烟工人
,

P < 0
.

05 (见表 2)
。

由图

可见
,

累积噪声暴露量与高频听力损伤的趋势

符合 S 型 曲线的起始段和上升段
,

因而选用

L og ist ic 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工人接触噪声剂

量与高频听力损伤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模型中

高频 听力损伤 (是 一 1
,

否一 0) 和吸烟 (是一

1
,

否一 0) 为二分变量
,

累积噪声暴露量为连

续变量
。

表 3 为 L o g is it 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

其中

累积 噪声暴露 量 的 O R 值 为 1
.

13 60 (尸 ~

.0 0 0 1 )
,

提示噪声暴露与高频听力损伤之间存

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与单因素分析结果一致
。

此

外
,

吸烟的 O R 值为 2
.

0 0 1 (尸一 0
.

1 0 2 )
,

低于单

因素分析结果 ( O R 一 2
.

7 3 )
,

可能与两组间噪声

暴露不均衡有关
。

表 4 用前进法 比较了预报变

量进入模型时偏 回归系数的变化
,

可见累积噪

声暴露量的偏 回归系数没有明显的改变
,

噪声

暴露是引起高频听力损伤独立的危险因素
。

3 讨论

本次调查 在接触中低剂 量噪声而 尚未出

现语频听损的职业 人群中观察到 累积噪声暴

露量与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之 间已经 出现剂

量
一

反应关系
,

这一结果与丁氏
〔` 〕

等在接触中

高剂量噪声人群中得到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能够

相互衔接
。

由图可见
,

本次所得的剂量
一

反应

表 1 累积噪声暴露量与高频听力损伤

患病率的关系

表 2 吸烟与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关系

吸烟史 高频听损 总人数
高频听损

患病率 ( % )

有 2 0 4 1 4 8
·

8

无 2 2 7 9 2 7
.

9

合 计 4 2 12 0 3 5
.

0

注
:

高频听力损伤经年龄
、

性别校正 护一 5
.

1 6 ,

d f一 1
,

尸 < 0
.

0 5

表 3 累积噪声暴露量
、

吸烟与工人高频听力

损伤的 L o
gl

s it 。
回归模型

项 目
偏回归

系数

一 12
.

6 1

尸 值
O d d

s

R a t i o

常数项

累积噪声

暴露量

吸 烟

0
.

1 2 7 0
.

0 3 9 0
.

0 0 1

0
.

6 9 4 0
.

4 2 5 0
.

1 0 2 2
.

0 0 1

注
:

高频听力损伤经年龄
、

性别校 正

— 本次谓查的拟合曲线
·

一 丁茂平等调查的拟合曲线
,

,

七/
。

少
. _

多

“80,o功幼100
ǎ竺份塔饭坦眠只窗派崔

7 0 , 肠 . 0 8 肠

累积噪声攀琳里

. 0 . 6 , 0 0

(d B (A )年 )

累积噪声

暴露量
高频听损 总人数

高频听损

患病率 (% )

> 9 5 2 4 4 5 5 3
.

3

gD~ 1 2 4 0 3 0
.

0

8 5~ 4 1 3 3 0
.

8

8 0~ 1 5 2 0
.

0

7 5~ 0 1 0
.

0

< 7 5 1 1 6 6
.

3

合 计 42 1 2 0 35
.

0

注
:

高频听力损伤经年龄
、

性别校正

X Z一 1 4
.

0 3 6
,

d f = 5 ,

P < 0
.

0 5

图 中低剂量噪声暴露与工人高频听力损伤患病

率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及 L o g ist ic 回归拟合结果的比较

表 4 L o g is it 。
回归模型中吸烟对累积噪声

暴露量偏 回归系数的影响

累积噪声暴露量 吸 烟

0
.

1 3 20

0
.

1 2 7 3 0
.

6 9 3 8

曲线与丁 氏结果 向低剂 量外推 的曲线十分接

近
。

丁氏调查模型累积噪声暴露量的偏回归系

数为 0
.

1 5 2
,

而本次结果偏 回归系数的 95 %可

信限范 围为 0
.

0 51 ~ 0
.

2 03
,

覆盖 了丁氏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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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
,

表明两个调查虽然对接触不同噪声

剂量的两个人群分别进行了独立的研究
,

但结

果却能互相吻合
、

相互印证
。

提示目前采用的

方法可以 比较真实地反映工人噪声暴露与听

力损伤的关系
,

具有较好的重现性
。

这两个研

究都采用累积噪声暴露量评价噪声暴露
,

其基

础是等能量原理
。

该原理直接由物理学外推而

来
,

能否用于噪声生物效应的评价
,

学术界争

论多年
,

尚无定论
。

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 T T S

作为评价终点
,

各国学者对此多持异议
,

而用

P T S 的研究很少
以 〕 。

本文与丁氏的研 究都采用

P T S 作为判定终点
,

并能互相衔接
,

提示稳态

噪声长期暴露所 引起 的高频听力损伤很可能

符合等能量原理
。

本文证实长期接触中低剂量噪声虽未对

语频造成 明显的损伤
,

但 已有部分工人出现高

频听力改变
。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应考虑对

这一部分工人加强卫生宣教
,

提高 自我保护意

识
,

同时为工人提供适用的个体防护用品
,

以

实现保护劳动力
、

提高人群生活质量的最终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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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磺化聚 乙烯防腐涂料所致爆炸事故调查

铜陵市职业病防治所 ( 2 4 4 0 0 0) 孟 云 甄学华 洪方胜

某建筑公司使用乡镇企业生产的氯磺化聚 乙烯防

腐涂料
,

出现爆炸事故
,

对此我们进行调查
。

该涂料主要成分是氯磺化橡胶与聚 乙烯反应的产

物
,

涂刷于物体上形成一层保护膜起防腐作用
。

主要溶

剂是 甲苯
、

二甲苯
、

丙酮
。

在新建的污水处理池施工中
,

使用该涂料涂刷池

内墙壁
。

污水池建在地下
,

长方形体积 .3 6 X .2 2 X

2
.

9m 3 ,

有一个 0
.

7 x 0
.

7m 2
的人孔供出入

。

池内有三

道循环墙
。

施工时装一鼓风机送气
。

无个人 防护用品
。

工人入内作业约 10 分钟
,

因强烈呼吸道刺激症状而撤

离
。

之后他们分成两组轮换作业
,

工作约 l 小时停工
。

次 日
,

我们下池监测 (采样前工人涂刷 5 分钟撤离 )
。

池

内空气中苯
、

甲苯和 二甲苯浓度分别高达 1 0 34
.

88

m g /m
3 、

1 3 1 5
·

3 2m g / m 3

和 1 7 5 9
.

2 0m g /m 3
。

三苯浓度极高
,

我们责令停工
。

隔 日
,

施工单位配

备活性炭防毒口罩
,

便自行施工
。

3 名工人进入一个没

有涂刷过的污水处理池作业 (体积
、

内部建筑同前池 )
,

涂刷 3~ 5分钟
,

上池休息 15 分钟
。

工作约 2 小时 20

分钟
,

涂料用量约 2 5 k g 时
,

突然发生爆炸事故
,

致在

场工人 2 死 1 伤
。

爆炸前空气监测三苯浓度很高
,

遗憾的是没监测

丙酮的空气浓度
。

丙酮
、

苯
、

甲苯
、

二甲苯的爆炸极限

分别是
:

2
.

6% ~ 1 2
.

8 %
、

1
.

4% ~ 8 %
、

1
.

2% ~ 7%
、

1
.

6% 一 6
.

4 %
,

污水处理池的体积约 23 nr “ ,

由此推测

爆炸时丙酮
、

三苯空气浓度超过 10 O00 m g /m
3 。

因作业

时间短暂
,

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

没有发生急性苯混合物

中毒事故
。

这次爆炸事故对我们劳动卫生 医师教训是深刻

的
。

因该涂料的溶剂是甲苯
、

二甲苯
、

丙酮
。

由于丙酮

的毒性是工业溶剂中最小的
,

所以我们只测了作业场

所空气中三苯浓度
,

当测出三苯浓度很高时
,

预防的焦

点只是苯系物的急性中毒
,

而忽略了丙酮是高度易燃
、

易爆物品
,

三苯也是易燃
、

易爆物质
。

本次事故告诫我们
,

对易燃
、

易爆的有毒有害物

质
,

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
,

空气浓度很高时
,

其易燃易

爆属性危害大于毒性作用
。

应在防爆前提下
,

采取防毒

措施
。

(收稿
:

1 9 9 5一 0 2一 2 8 修 回
:

1 9 9 5一 0 8一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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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5 5 ,

l o g i s t ie r e g r e s s i o n m o d
-

e l
,

m id
一

lo w lve
e l n o is e e x P o s u r e

T h e P r e l im i n a r y s t u d y o n s e r u m e u P r o z i n e 一 s u -

ep
r o x i d e d i s m u t a s e l e v e l s i n w o r k e r s e x P o s e d

t o Ca r b o n d i S U l f i d e

J i a n L e , e t a l

A n e n z y m e 一 l i n k e d im m u n o s o r b e n t a s s a y

( E L I S A ) w a s P e r f o r m e d i n 6 4 w o r k e r s a t a

v is c o s e r a y o n f a e t o r y t o d e t e e t t h e i r s e r u m

e u P r o z i n e 一 s u P e r o x id e d i s m u t a s e ( C u Z n S O D )

l e v e l s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a v e r a g e

l e v e l s o f C u Z n SO D i n w o r k e r s e x p o s e d t o e a r -

b o n d is u l f id e ( C S
:
) b o t h a b o v e a n d b e l o w 1 0

m g /m
3 w e r e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o f t h e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 P < 0
.

0 0 0 1 ) a n d s h o w e d s o m e d o s e 一 e f
-

f e e t r e l a t i o n s h iP
.

T h e e o n t e n t s o f S O D i n t h e

f i l t e r i n g a p p a r a t u s e l e a n e r s a n d s p i n n e r s w e r e

d i s t in e t l y h i g h
.

I n f l u e n e e o f a g i n g a n d l e n g t h

o f s e v ie e w a s a l s o d is e u s s e d
.

I t 15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s e r u m SO D m i g h t b e a n o b ie e t i v e i n d i e a -

t o r f o r m o n it o r i n g t h e w o r k e r s ’

h e a l t h
.

K e y w o r d s : e a r b o n d i s u l f id e ( C S
:
)

, e n -

z y m e 一 l i n k e d im m u n o s o r b e n t a s s a y ( E L I S A )
,

s u P e r o x id e d i s m u t a s e ( SO D )

R e P r o d u e t i v e h a z a r d s a m o n g b u t a d i e n e 一

s t y r e n e r u b b e r w o r k e r s

W u
W

e i a i
, e t a l

A e p id e m i o l o g i e a l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n r e p r o -

d u e t iv e h a z a r d s a m o n g b u t a d i e n e 一 s t y r e n e

r u b b e r w o r k e r s h a s b e e n e o n d u e t e d i n t h e

s t u d y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i n e id e n e e s

o f p e r n i e i o u s v o m i t i n g a n d b i r t h d e f e e t s i n f e -

m a l e w o r k e r s , a n d t h e i n e id e n e e s o f s t i l l b i r t h

a n d b i r t h d e f e e t s i n w i v e s o f m a l e w o r k e r s

w e r e s t a t i s t i e a l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i n e o n -

t r o l s
.

K e y w o r d s :
b u t a d i e n e 一 s t y r e n e r u b b e r , e P i

-

d e m i o l o g y
, r e p r o d u e t i v e h a z a r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n P n e u m o e o n i o s i s i n e o a l 一 m i n e

a n d i r o n 一

m i n e w o r k e r s a f t e r s t o P P i n g d u s t 一

e X P O S U r e

G a o Y a n h u a , e t a l

W i t h t y p i e a l s a m p l i n g m e t h o d
, a d e s e r i p

-

t i v e e p id e m i o l o g i e a l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n t h e d i s t r i
-

b u t io n a n d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t h e p n e u m o e o n i o s i s

i n e o a l
一

m i n e a n d i r o n m i n e w o r k e r s a f t e r s t o P
-

p i n g d u s t 一 e x p o s u r e w a s p e r f o r m e d
.

T h e r e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