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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4 P O 作业吸烟者与对照组吸烟者

S C E 率的比较

组 例 S C E /中期相 S C E /染色体 尸值

别 数 ` 士 : ) (王士
s ) ( t 检验 )

接触组 2 5 3
.

94士 0
.

62 0
.

0 9士 0
.

0 1

:> 0
.

0 5

对照组 1 7 3
.

6 2士 0
.

6 6 0
.

0 8士 0
.

0 1

3 讨论

S C E 是了解染色体损伤和随后修复的敏感指标
,

其交换率表示细胞在 S 期受损伤的修复程度
。

目前
,

已

发现大多数诱变物和致癌物可诱发 S C E 率的增高
。

文

献报道
,

毒理实验表明 P O 对细菌可致突变
,

对动物可

致染色体畸变
,

对小鼠
、

大鼠可致肿瘤
。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
,

P O 作业工人 S C E 率的总体

水平为 3
.

36 士 0
.

78 次 /细胞
,

而对照组人员 S C E 率总体

水平为 .3 01 士 .0 70 次 /细胞
,

上述人员之间均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 (尸 < 。
.

01 )
。

P O 作业吸烟者 S C E 率高于对照组
,

从这些结果来看
,

P O 作业对机体是有损害的
。

随着工龄的增加
,

S C E 率似乎有升高趋势
。

但经

统计学处理它们之间无差异
。

这可能与其生产的不连

续性有关
。

因为淋巴细胞可通过 D N A 修复酶对 D N A

进行修复
,

因此
,

随着致突变剂在体内的不断衰减使增

高的 SC E 率逐渐下降
,

直至恢复到正常范围
。

P O 作业者 S C E /中期相男性高于女性
,

这与男性

吸烟有关
。

吸烟可使 S C E 率升高
。

本次调查的 P O 作业人员
,

除接触 P O 外
,

还接触

其他毒物
,

后者的影响如何
,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收稿
:

1 9 9 5
一

12
一

1 8 修回
:

1 9 9 6
一 0 3

一

3 1 )

噪声对铆工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高 琦 焦新彩 张鸿博 杨振中 王吞宪 周家雄 徐栋宇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具有简便
、

无创伤
、

易被接受和

敏感等优点
,

已在职业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

为了探

讨噪音对铆工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我们采

用 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 N C T B )
,

对某石油

建设公司铆工作业接触噪声的工人进行了神经行为功

能测试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噪声作业铆工 14 5人为接触组
,

其中男 n 。

人
,

女 35 人
,

年龄 18 ~ 48 岁
,

平 均 26 岁
,

工 龄 1 ~

28 年
,

平均 8年
,

每 日工作 约 8小时
,

文化程度 小学

占2 0 %
,

初中占 40 %
,

高中和大专生占 40 %
。

对照组是

该系统的保育员
、

服务员和治保员 1 00 人
,

其中男 76 人
,

女 24 人
,

对照组与接触组年龄和文化程度结构基本相

似
。

1
.

2 方法

作者单位
:

4 5 0 0 5 2 郑州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高琦
、

焦

新彩
、

张鸿博
、

杨振中 )
,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医院

(王春宪
、

周家雄
、

徐栋宇 )

神经行为测试仪器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

生与职业病研究所提供
,

测试前 24 小时服镇静药或饮

酒者一律不做测试
。

所得结果用 t 检验分析
,

车间噪声

测定用 N D
一

2型精密声级计及倍频程滤波器
,

噪声性质

属于脉冲型
。

共测 3个车间
,

9个作业点
。

2 结果

2
.

1 现场噪声测定结果

车间噪声测试结果为 9 d2 B (国家标准 9 d0 B )
,

几何

均数和标准差为 1
.

9 6 3 7 士 0
.

0 0 47
,

查反对数分别为

91
.

98 士 1
.

0 1 1
,

各车间岗位误差小
,

都超过国家标准

(见表 1 )
。

表 1 现场噪音测定结果 d( B )

平台上 平台下 卷扎机旁

一车间 (大型设备 )

二车间 (中型设备 )

三车间 (,J
、型设备 )

9 3

9 2

94

9 2

9 2

9 l

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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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门 情绪状况测试 接触组紧张
、

抑郁
、

愤怒
、

疲

劳
、

困惑五项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而精力充沛得分

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0
.

01
,

见表 2 )
。

表 2 情绪状况测试 (得分 )

组别

接触

对照

t值

尸 值

例数 紧张 抑郁 愤怒 精力充沛 疲劳 困惑

1 4 5

I U 0

1 2
.

1 1士 6
.

8 7

8
.

3 1士 4
.

9 6

5
.

6 3

< 0
.

0 1

1 7
.

6 7士 1 1
.

6 0

10
.

1 3士 8
.

1 4

6
.

7 0

( 0
.

0 1

1 6
.

6 0士 8
.

9 7

1 0
.

5 5士 7
.

0 7

6
.

5 2

< 0
.

0 1

1 6
.

5 2士 8
.

1 6

1 9
.

0 3士 5
.

8 3

3
.

1 3

( 0
.

0 1

1 1
.

6 3士 6
.

1 4

6
.

6 8士 4
.

3 8

8
.

2 4

( 0
.

0 1

10
.

5 3士 7
.

4 6

6
.

8 7士 3
.

7 5

5
.

8 6

< : 0
.

0 1

2
.

2
.

2

表 3

简单反应时测试 仅最慢和平均反应时接触 组明显慢于对照组 (尸 < 0
.

01
,

见表 3)
。

简单反应时测试 (秒 )

组别 例数 最 快 最 慢 平均时间 反应时标准差

接触

对照

t
值

尸值

1 4 5

1 0 0

0
.

1 9 4士 0
.

0 4 2 0
.

5 9 7士 0
.

0 3 6 0
.

3 6 9士 0二 7 7 0
.

0 7 3士 0
.

0 6 2

0
.

1 9 0士 0
.

0 3 9 0
.

5 6 4士 0
.

0 2 0 0
.

2 7 9士 0
.

0 5 4 0
.

0 7 1士 0
.

0 5 7

0
.

7 7 9
.

1 0 1 0
.

7 1 0
.

6 6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2
.

2
.

3 手提转敏捷度测试 习惯用手和非习惯用手

得分接触组都低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极显著意义 (尸 <

0
.

0 1
,

见表 4 )
。

2
.

2
.

4 数字广度
、

数字译码
、

B en t o n

视觉记忆
、

目

标瞄准追踪测试 I (两次正确数总和 ) 结果接触组得

分都低于对照组
,

均有显著差异 (尸 < 。
.

01
,

见表 5 )
。

表4 手敏捷度测试 (得分 )

组别

接触

对照

t值
尸 值

例数

1 4 5

1 0 0

习
`

质用手

2 8
.

23士 4
.

1 8

3 4
.

29士 6
.

7 8

8
.

0 8

< 0
.

0 1

非习惯用手

2 7
.

0 1士 7
.

26

3 3
.

8 4士 7
.

52

7
.

1 3

< :0
.

0 1

衰 5 数字广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记忆
、

目标瞄准追踪 (得分 )

组别 例数 数字广度 数字译码 视觉记忆 目标瞄准追踪

接触

对照

t
值

尸 值

1 4 5

10 0

1 2
.

1 4士 4
.

5 4 4 9
.

8 3士 4
.

38 7
.

8 4士 0
.

4 7 12 1
.

0 9士 4 4
.

4 6

1 7
.

5 9土 4
.

1 5 5 5
.

42士 1 2
.

6 0 8
.

5 5士 1
.

2 1 2 0 7
.

6 7士 5 3
.

1 2

8
.

5 3 3
.

30 5
.

4 6 1 3
.

3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3 讨论

铆工的职业危害主要是噪声
,

除了损伤听力
,

还能

引起神经系统及视觉功能紊乱或疾病
。

由于人类神经

系统易受职业危害因素作用
,

当受到侵袭时
,

首先受

累
。

神经行为改变往往出现在许多生理
、

生化失调之

前
。

国外文献报道卡车噪音一般为 9 d0 B 时
,

长期接触

可引起情绪改变
。

对铆工作业接触噪音的工人进行神经行为功能测

试结果表明
,

在现场噪音 9 d2 B 时
,

情绪状况已有改变
,

在长期接触不良环境噪音时
,

铆工作业工人神经行为

功能的测试结果均明显差于对照组
,

说明在所研究的

条件下
,

噪声可影响铆工作业工人的神经行为功能
。

因

此
,

应加强对接触噪声的铆工作业工人的防护
。

(收稿
: 1 9 9 5一 0 6一 20 修回

:
1 9 9 6

一 0 5
一 0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