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浓度范围内 ,随着工龄的增长 ,没有明显变化 ,说

明血中激素水平与苯系物接触时间无关 , 仅与接触水

平有关。从 LH和 E2与苯系物浓度相关分析看 , 随着

苯系物浓度升高 ,接触组女工血清中 LH和 E2含量逐

渐降低 , 有高度相关性。

由于性激素在整个月经周期中都有分泌 , 但在周

期中的不同时期存在量的差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分

泌期和增殖期的 LH和 E2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 01或 P < 0. 05)。

上述结果可见 , 苯系物对性激素的影响 , 主要是

LH和 E2的降低。造成 LH和 E2降低的原因可能是垂

体功能异常 , 使促性腺激素分泌过低 , 继发雌二醇降

低 ,也可能是卵巢功能异常 ,分泌雌二醇过低 ,没有负

反馈抑制作用 , 使 LH持久分泌而导致黄体不健或萎

缩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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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作业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郭素芹　郭　云　褚风梅　张贵成　岳维梅　白　钰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生活、 行为方式的变

化 , 人们认识到许多健康问题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

关 , 从而导致传统的医学生物学模式转变为 “生物 -心

理 -社会” 模式 [1]。然而粉尘对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

况有无影响 , 目前尚无报道。 本研究应用症状自评量

表 ,对粉尘作业人员的精神健康水平进行了分析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某市机械厂铸造车间工人 93名为观察对象 ,

其中男 51人 ,女 42人 ,年龄 21～ 54岁 ,平均年龄 34. 8

岁 ; 接尘工龄 3～ 36年 , 平均接尘工龄 14. 7年 ; 小学

及以下文化程度 37例 ,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56例 ;接

尘浓度 3. 8mg /m3 (游离 SiO2含量 22. 5% )。另选该地

区非粉尘作业工人 67名 (男 36人 , 女 31人 ) 为对照

组 , 其年龄、 工龄、 文化程度、 劳动强度、 吸烟状况、

经济收入等均与观察对象相似。 所有研究对象均无明

显正负性生活事件。

1. 2　研究方法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 [2 ]对粉尘作业人员

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量化评价。 此量表共有 90个项

目 ,概括为 10个方面 (因子 ) ,评定程度为五级 ( 1——

没有 , 2—— 很轻 , 3—— 中等 , 4—— 偏重 , 5——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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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 以总分、 阳性项目数、 阳性症状均分及因子分作

为评价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全部调查资料输入微机 ,

以 dBASEⅢ建立数据库 , 用 SAS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

2. 1　粉尘作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

2. 1. 1　与全国常模比较　粉尘作业人员 SCL-90阳

性项目数及抑郁、恐怖因子分高于常模 (P < 0. 05) ,总

分、阳性症状均分和躯体不适、强迫、焦虑三因子分明

显高于常模 (P < 0. 01) , 见表。

2. 1. 2　与对照组比较　粉尘组 SCL-90总分和强迫、

焦虑、睡眠饮食障碍三因子分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阳性症状均分及躯体不适因子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 见表。

2. 2　粉尘组男、 女及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比较

统计分析发现男女间总体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仅

精神病性症状和偏执因子分男略高于女 (P> 0. 05)。

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未见 SCL-90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2. 3　最常见的症状和心理问题发生率

　　粉尘作业人员最常见的症状是 “喉咙有梗塞感” ,

其发生率为 46. 24% , 对照组为 11. 94% , 二者差异具

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u= 4. 592, P < 0. 01) ; 粉尘作业

人员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强迫 , 其发生率为 27. 96% ,

对照组为 13. 43% , 二者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u=

2. 192,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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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90评定结果比较 (x± s)

粉　尘　组 对　照　组 常　　模

躯体不适 1. 88± 0. 78* * △△ 1. 54± 0. 59 1. 37± 0. 48

强　　迫 1. 90± 0. 63* △△ 1. 68± 0. 56 1. 62± 0. 58

人际关系敏感 1. 71± 0. 61 1. 62± 0. 54 1. 65± 0. 51

抑　　郁 1. 65± 0. 57△ 1. 51± 0. 52 1. 50± 0. 59

焦　　虑 1. 67± 0. 59* △△ 1. 48± 0. 50 1. 39± 0. 43

敌　　对 1. 56± 0. 60 1. 60± 0. 68 1. 48± 0. 56

恐　　怖 1. 34± 0. 51△ 1. 31± 0. 49 1. 23± 0. 41

偏　　执 1. 48± 0. 58 1. 36± 0. 45 1. 43± 0. 57

精神病性 1. 38± 0. 45 1. 33± 0. 40 1. 29± 0. 42

睡眠饮食障碍 1. 68± 0. 62* 1. 50± 0. 45

总　　分 148. 28± 45. 26* △△ 135. 02± 38. 69 129. 96± 38. 76

阳性项目数 30. 39± 20. 46△ 28. 03± 17. 86 24. 92± 18. 41

阳性症状均分 2. 92± 0. 61* * △△ 2. 61± 0. 58 2. 60± 0. 59

　　与常模比较: △ P < 0. 05,△△ P < 0. 01;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P < 0. 01

3　讨论

由 Deroga tis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 ,具有适用范围

广、容量大、症状描述确切等优点 ,能较好地反映被试

者的精神自觉症状和严重程度、判断各类心理异常 [3]。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粉尘作业人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心

理卫生问题 , 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对照组和国内常

模。 观察对象在 90项症状中平均出现 1 /3的阳性症

状 ,且阳性症状均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国内常模 ,尤其

在强迫、 焦虑、 抑郁、 恐怖方面较为普遍。分析发现 ,

粉尘作业人员主观有较多的躯体感觉不适伴轻度的睡

眠饮食障碍 , 有 46. 24%的人出现 “喉咙有梗塞感” 症

状 ,可能由于防护措施差 ,粉尘直接刺激感官、咽喉等

所致。由于工作环境较差 ,粉尘在感官上给人以不愉快

的情绪体验 ,加上人们对粉尘所致疾病如尘肺的恐惧 ,

使粉尘作业人员情绪低落、 焦虑、 恐怖、强迫 ,这些不

良情绪又加重躯体感觉不适及睡眠饮食障碍。 研究结

果提示有必要向该职业群体提供包括精神卫生在内的

多学科职业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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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章不宜用的字和词 (Ⅱ )

下列括号内的字或词为不宜用者。

抗结核药 (抗痨药 )

抗生素 (抗菌素 )

耐药性 (抗药性 )

可的松 (考的松 )

阑尾 (兰尾 )

脑神经 (颅神经 )

皮质 (皮层 )

泼尼松 (强的松 )

去甲肾上腺素 (正肾上腺素 )

痊愈 (全愈 )

神经元 (神经原 )

意识 (神智 、 神志 )

石炭酸 (石碳酸 )

食管 (食道 )

嗜碱粒细胞 (嗜碱性粒细胞 )

嗜酸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

适应证 (适应症 )

糖原 (糖元 )

X线 ( X光 )

血红蛋白 (血色素 )

枸橼酸 (枸椽酸 )

参考值或正常参考值 (正常值 )

自身免疫 (自家免疫 )

综合征 (综合症 , 症候群 )

纵隔 (纵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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