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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船员的能量消耗调查

季红光 王海明 俞镇炯 王恩美 刘凯墓

我国海员膳食摄入状况的报道极少
,

至今尚未提

出船员营养素供给量标准的建议
。

本研究对远洋海员

的能量消耗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

以为制订海员的能

量供给量标准提供参考
。

1 方法与结果

以一艘大型现代化集装箱货轮的船员为对象
,

2

名研究人员随船
,

在远洋航行 (西北欧航线
,

航行 61

天
,

航程 22 50 0海里 ) 中以 10 名不同工种的船员作代

表 (值班驾驶 3 人
、

轮机部门 4人
、

甲板部门 3人
,

年

龄 21 岁一 45 岁
,

平均 33 岁
,

航海工龄 4 年 ~ 22 年
,

平

均 n 年
,

皆男性 )进行了 24 小时生活观察法能量消耗

量的调查
。

由研究人员详细记录每人一天中每个动作

的持续时间
,

然后按每个动作的能量消耗率计算出全

天的能量消耗量
。

不同工种船员各类项目的能量消耗

情况见表 1
、

表 2 (含食物特殊动力作用的能耗 )
。

表 1 每人每 日能量消耗量 ` 土 s)

每人每日能量消耗量 (M )J

值班驾驶

轮机部门

甲板部门

合 计

1 1
.

6 34士 0
.

7 3 7

1 2
.

3 8 3士 1
.

1 8 1

1 0
.

6 1 2士 0
.

7 8 1

1 1
.

6 2 7士 1
.

1 4 8

注
: t检验团体比较

,

两两之间差异无显著意义 ( P >

0
.

0 5 )

表 2 各活动项的时间和能量消耗 (王士
: , n ~ 10 )

调查对象

时间 ( m i n )

5 0 3
.

6士 7 4
.

1

4 0 2
.

3士 1 0 1
.

0

5 3 4
.

1士 7 5
.

8

7 1
.

0士 2 6
.

5

63
.

2士 1 4
.

3

3 33
.

3士 5 9
.

9

3 5
.

5士 2 1
.

6

1 1
.

0士 19
.

0

20
.

1士 6
.

3

1 4 4 0

能量消耗 ( k )J

2 8 8 7
.

7士 4 1 1
.

3

4 1 7 1
.

0士 9 2 6
.

6

4 5 6 9
.

0士 6 6 2
.

6

6 9 8
.

3士 2 4 0
.

8

5 4 8
.

5士 1 0 3
.

1

2 4 8 0
.

7士 4 7 0
.

4

日本海员

时间 ( m in )

英国海员

时间 (而 n) 能量消耗 (M )J

O甘n11丹了nJ八dnjUJ10000
八石,上二」4

1óJA
几

睡 眠

作业值班

其 他

休息起居

就 餐

休闲娱乐

日常行走

体育活动

洗澡洗衣

合 计

5 0 0
.

3士 3 0 2
.

1

1 2 2
.

6士 1 7 9
.

8

2 1 7
.

9士 5 7
.

8

1 1
.

6 2 7士 1
.

1 4 8 (M J ) 1 4 4 0 1 4 4 0 1 2
.

7 1 7土 1
.

2 3 1

注
:

日本
、

英国海员资料见 Ed d T P
,
B r J I n d u s t r M e d

,

2 讨论

该轮船员的能量消耗较低 (11
.

627 士 1
.

14 8M )J
,

属轻
一

中度体力劳动
。

能耗低的原因主要在于
: (1 ) 该

轮现代化程度较高
,

船员劳动强度较低
。

大部分船员工

作时主要从事能量消耗率低的活动
,

如燎望
、

绘图
、

查

看资料
、

电脑操作等 ;船员休息时间的分配也比日本和

英国海员相对较宽松
。

因此
,

工作时的能耗仅占总能耗

19 71
,

2 8
:

3 3 。 ,
未调查 日本海员能量消耗

作者单位
:
2。。 4 3 3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 (季

红光
、

王海明
、

俞缤炯
、

王恩美 )
,

上海远洋运输公司 (刘凯

荃 )

的 35
.

9 %
。

( 2) 船员平时的体育活动只有散步
、

打乒

乓球
、

健身活动等
,

参加人数也很少
。

调查 日只有一人

做了 60 分钟的气功练习
,

一人做了 15 分钟的自编操
,

一人骑了 5 分钟的健身车
,

另有两人合计散步 30 分

钟
,

体育活动平均只占总能耗的 1% ; 即使将作业值班

以外的日常行走 (表 2 其他项中的 3
、

4项 ) 也看作体

育活动
,

两者相加
,

也仅占总能耗的 5
.

4%
。

体育活动

之少值得重视
。

一般认为
,

海员的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较高
,

且随

上船工龄增长而增加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船员的能量

摄入量高于消耗量
,

被列为肥胖和过重的船员在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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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达 0 5 %(另文报道 )
。

因而
,

根据远洋船舶现代化

程度不断提高
、

船员劳动作业强度逐渐降低的特点
,

控

制能量摄入
,

加强体育活动
,

以维持正常体重
,

对船员

显得特别重要
。

船员能量消耗量的估算
,

因活动环境和作业性质

的特点而变得较复杂
,

如船上行走的情形便不同于陆

地
,

现有的能量消耗率的资料不很理想
。

本调查能量消

耗率的估算主要参照我国海军舰艇人员的测定值
,

对

民用船舶船员的活动项目进行能量消耗率的测定研

究
,

在远洋运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

显得十分迫切
。

(收稿
:

1 9 9 5
一
1 0

一 0 5 修回
:

19 9 5
一
1 2

一

2 2 )

不同行业女性围产结局与围产保健的关系研究

于 飞 李丹颖

本文通过对 13 个行业女性围产结局与围产保健

关系的研究
,

阐明了围产结局的行业特点
,

评价围产保

健的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于沈阳市某区妇幼保健所 1 9 8 7 ~

1 9 8 9年的孕产妇保健统计报表 (易四除了年报告不连续

的单位 ) 及对机械行业
、

制药行业的重点调查
.

1
.

2 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
,

分析各种围产结局的

行业分布
,

用模糊综合评判法确定围产保健的重点行

业 ;在分析围产结局与围产保健关系时
,

用同行业分析

控制行业之间的差异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行业女性围产结局的特点

通过计算不同行业异常围产结局的发生率
、

各行

业异常围产结局的构成顺位
,

分析不同行业围产结局

的特点
。

2
.

1
.

1 不同行业异常围产结局的发生率

2
.

1
.

1
.

1 异常妊娠结局及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发生率
:

异常妊娠结局包括死胎
、

死产
、

早产
、

流产
。

分别计算

其行业发生率 (表 1)
。

由表 1 可见
,

死胎
、

死产率均

以制鞋行业最高 ;早产率以橡胶行业最高 ;其余依次为

机械
、

化工
、

制药
、

制鞋等行业 ; 自然流产率除电缆
、

电器
、

粮食储存
、

化工行业发生率较低外
,

其余 9个行

业的发生率均在 1
.

19 % ~ 6
.

34 % 的范围内
。

制鞋行业

的妊高征发生率最高
,

为 36
.

1%
,

高于全国妊高征流

调发病率 ( 10
.

72 % )
,

电器制造业妊高征发病率为

表 1 不同行业的异常妊娠结局发生率及妊高征发生率 (% )

行 业 期内孕产妇数 死胎率 死产率 早产率 流产率 妊高征发生率

粮食储存

7 6 8

1 1 5 0

8 3 6

3 1 8

1 9 7

4 6 9 6

2 0 7

3 7 6

4 7 3

2 3 2

1 2 4 8

1 6 9

7 5 2

0
.

3 9

0
.

2 6

0
.

4 8

0
.

6 3

0

0
.

4 3

0

0
。

2 7

0
.

6 3

0

0
.

4 0

1
.

7 8

0
.

5 3

0
.

5 2

0
.

34

0
.

48

0
。

3 1

0

0
.

4 0

0
.

9 6

0

0
.

4 2

0

0
.

0 8

1
.

18

0
.

66

0
.

7 8

0
.

9 6

0
.

1 2

1
.

2 6

0
.

5 1

1
.

1 7

0
.

4 8

0
.

7 9

2
.

1

0

0
.

7 2

1
.

1 8

1
。

1 9

0
.

1 3

0
.

8 7

1
.

1 9

0
.

9 4

1
.

5 2

1
.

60

0
.

4 8

1
.

5 9

6
。

3 4

3
,

0 2

2
.

40

1
.

78

1
。

3 3

2
.

2 1 ( 17 )

10
.

2 6 ( 1 1 8 )

1
.

1 ( 9 )

2
.

2 ( 7 )

6
.

6 ( 1 3 )

2
.

0 ( 9 5 )

1
.

9 ( 4 )

2
.

9 ( 1 1 )

1
.

3 ( 6 )

3
.

8 ( 9 )

0
.

8 8 ( 1 1 )

3 6
.

0 9 ( 6 1 )

1
.

0 6 ( 8 )

缆器织工璃纺化电电 械玻机

工胶金鞋电药轻橡蓄冶制制

注
:

括号内为发生数

作者单位
:
1 1 0 0 2 4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于 飞 )

,

沈阳市

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李丹颖 )

10
.

26 %
,

与全国妊高征流调发病率接近
,

其余行业均

不高于全国妊高征流调发病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