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生氯甲醚的化学物。

( 3)生产条件与通风均差 ,产品中所含的甲醛及氯

化氢杂质 ,也可能生成二氯甲醚。此种结果不仅给该工

序工人带来危害 , 而且还可能危及下道生产工序工人

及产品的使用者。

这些可能性需要在严密防护控制下 , 作模拟生产

时的氯甲醚检测后方能断定 , 有关部门已建议厂方和

技术负责人进行此项工作。

八氯二丙醚遇水会分解 , 故不至于造成施用农药

者的危害 ,但若加热则有分解释出氯甲醚的可能 ,故此

产品用于蚊香生产可能带来严重的潜在危害。 本调查

显示生产工人出现如此严重后果 , 提示必须非常慎重

地对待此类问题。

(本文承蒙无锡市肺科医院苏中良主任提供有关病情资

料 , 特志谢。)

(收稿: 1996-03-01　　修回: 1996-05-06)

噪声对纺织女工情绪状况影响的调查

宋琦如　李吴萍　汪　岭　石芳云

　　抑郁是十分常见的负性情绪 , 它的出现可影响人

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80年代 ,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

究所提出了一个抑郁量表 ( CES-D) , 在国外应用的比

较广泛 ,对于抑郁症状的筛选、早期发现及治疗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1984年 , 张明园等对此量表进行改制并

首次在国内应用。 本次调查即采用改制的 CES-D量

表 ,对某纺织厂女工进行测试 ,以了解接触纺织噪声所

致抑郁症的发生情况 , 为纺织女工及噪声作业人员异

常情绪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从而保护工人健康 ,提

高工作效率提供一些线索和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办法 ,选择无任何肯定的精神、神

经疾患和较严重的躯体疾病者。

暴露组: 选择某纺织厂机织、条染、 纺纱和染整四

个车间的 235名女工为暴露组 , 按照女工所接触噪声

的高低分为三组 ,其中机织车间 (有四台意大利进口的

剑杆织机 )的 86名女工为高噪声组 ,噪声强度为 95. 5

± 1. 0dB ( A) , 条染和纺纱车间的 75名女工为中噪声

组 , 强度为 85. 5± 1. 0dB ( A ) , 染整车间的 74名女工

为低噪声组 , 强度为 76. 4± 1. 0d B ( A )。

对照组: 选择本地区 111名非噪声作业的某商场

女营业员为对照组 , 除不接触噪声外 , 其他条件如年

龄、 工龄、 文化程度等与暴露组齐同。经χ2检验 , 高、

中、低噪声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工龄、文化程度方面差

别无显著性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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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调查方法

采用由张明园等改制的抑郁量表 ( CES-D) , 此系

自评量表 , 由 16个问题组成 , 要求被调查者按照本人

过去一周内的实际情况、想法或感觉填写。评定按频度

分为 0～ 3分共 4级: 无、 少有、 常有和一直有。

评分标准: 16项总分小于 13分为正常 ; 13～ 16分

为可能抑郁 ; 17～ 20分为肯定抑郁 ;大于 20分为严重

抑郁。

1. 3　车间和商场噪声强度测定

使用国产 ND-2型精密声级计 , 按工业噪声测试

规范测定各车间 (每个车间 3个点 ,各点测两次 )和商

场 (每层取中心点 , 于早、 中、 晚各测一次 )噪声强度

以几何均数及几何标准差表示。

2　结果

2. 1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抑郁总均分的比较

见表 1。

表 1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抑郁总均分的比较

组　　别 n 得分 (x±s )

高噪声组 86 10. 82± 1. 68

中噪声组 75 8. 09± 1. 80

低噪声组 74 8. 32± 1. 80

对照组 111 5. 70± 1. 61

　　经方差分析及两两比较可见高噪声组总均分分别

显著高于中、 低噪声组及对照组 ( P < 0. 01, P <

0. 05) ; 中、 低噪声组总均分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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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抑郁程度构成的比较

见表 2。

表 2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抑郁程度构成的比较

组别 正常
可能
抑郁

肯定
抑郁

严重
抑郁

合计

高噪声组 44 14 15 13 86

中噪声组 52 5 13 5 75

低噪声组 50 4 9 11 74

对照组 105 4 2 0 111

合　计 251 27 39 29 346

　　经χ2检验 , P < 0. 001,故认为不同噪声强度引起

工人的抑郁异常程度有显著不同。

2. 3　噪声强度与抑郁总均分相关性分析

经相关分析噪声强度与抑郁总均分间呈正相关

( r = 0. 9510) , 相关系数经检验差别有显著性 ( P <

0. 05)。

2. 4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的单项得分比较

见表 3。

经方差分析及两两 q检验 , 高噪声组 9项得分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 在孤独感、 哭泣、 忧愁

　　表 3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 9项症状的两两比较 (x± s)

组　别 烦　恼 苦闷感 情绪低沉 乏　力 睡眠障碍 言语减少 孤独感 哭　泣 忧　愁

高噪声组 1. 3± 0. 3 0. 7± 0. 2 0. 7± 0. 2 0. 7± 0. 2 1. 0± 0. 3 0. 6± 0. 1 0. 7± 0. 2 0. 7± 0. 1 0. 9± 0. 2

中噪声组 1. 1± 0. 1 0. 5± 0. 1 0. 7± 0. 1 0. 6± 0. 1 0. 8± 0. 1 0. 4± 0. 0 0. 4± 0. 1 0. 4± 0. 1 0. 7± 0. 1

低噪声组 1. 3± 0. 2 0. 5± 0. 1 0. 6± 0. 1 0. 6± 0. 1 0. 9± 0. 2 0. 5± 0. 1 0. 4± 0. 1 0. 4± 0. 1 0. 7± 0. 1

对 照 组 0. 9± 0. 1 0. 4± 0. 1 0. 4± 0. 1 0. 3± 0. 0 0. 4± 0. 1 0. 4± 0. 1 0. 3± 0. 1 0. 3± 0. 1 0. 4± 0. 1

项得分均显著高于中、 低噪声组 ( P < 0. 05) ; 中、 低

噪声组在烦恼、情绪低沉、 乏力、 睡眠障碍、 忧愁项得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 中、 低噪声组之间

各项得分均无显著差异 ( P > 0. 05)。

3　讨论

心理测试受年龄、工龄、文化程度的影响较大 ,故

先对各噪声组与对照组的年龄 、工龄、文化程度的构成

进行比较 , 无显著性差别 , 表明资料均衡可比。

噪声除其特异性的听力损伤 , 还可作用于中枢神

经系统 ,导致功能紊乱 ,而国内外报道噪声致中枢损害

多为神衰 ,报道抑郁的较少。尽管神衰和抑郁症都为神

经官能症 , 但在其主要表现及后果上抑郁症因具有自

我否定、自杀企图或行为等表现要比神衰严重的多 ,因

此有必要在噪声作业人员中进行抑郁症的调查和治

疗。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高、 中、低噪声组的抑郁总均

分及异常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这与国内有关文献的

报道相符 ,而且高噪声组抑郁总均分显著高于中、低噪

声组 , 说明接触噪声可使人的抑郁情绪总均分明显升

高 ,随着噪声强度的增加 ,抑郁情绪总均分增大 ,呈明

显的正相关 ,提示噪声和情绪异常之间存在一定剂量 -

效应关系 , 但在中、 低噪声组间总均分后者略高于前

者 , 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通过对各噪声组与对照组 16个单项得分的比较

发现: 其中烦恼、 苦闷感、情绪低沉、乏力、 睡眠障碍、

言语减少、 哭泣、 忧愁、 孤独感 9项的得分 ,各噪声组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别 , 说明这 9项为噪声引起

抑郁时较敏感的症状 ; 有这 9项中 , 烦恼、 情绪低沉、

乏力、睡眠障碍、忧愁等在低噪声组已出现 ,故为较敏

感症状 , 其中忧愁不但敏感还随噪声强度的升高而加

重 ; 而 9项中的苦闷、言语减少、 孤独感、 哭泣为在噪

声强度达 95分贝以上时才出现 , 其中孤独感、 哭泣随

噪声强度升高而加重。所以 9项敏感症状中 ,受噪声影

响大小顺序为: 忧愁> 烦恼、 情绪低沉、乏力、 睡眠障

碍> 孤独感、哭泣> 苦闷感、言语减少 ,这可为噪声作

业人员抑郁症的防治提供线索。

良好的心理情绪是每个人健康的重要标志 , 本次

调查表明 ,噪声可使工人出现抑郁 ,抑郁又会损害他们

的学习、 记忆和思维判断能力 , 进而影响工作和生活 ,

由此我们认为在噪声作业人员中应重视心理情绪的保

健。

(收稿: 1996-10-10　　修回: 199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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