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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探讨空调车间女工的植物神经功能和作业能力 , 选择 120名空调作业女工进行了植物

神经功能检查和闪光融合临界频率、心电图 T波、剂量作业测定。采用卡方检验和配对 t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在该空调车间工作的女工出现了明显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作业能力显著降低。其原因是空调

车间中的综合因素所致 , 包括噪声、 低浓度有害气体及流水线作业引起的心理紧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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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ous nerv e function, fla shing fusion critical frequency, T-w ave in elect rocar-

diog ram s w ere examined and dose w ork tested in 120 female wo rker s in an air-conditioned w o rkshop to

explo re their func tion o f autonomous nerv e and wo rking capacities. And, da ta collected we re analy zed

with chi-squar e test and pair ed t-test. Results show ed that disturbance in autonomous nerv e func tion

and significant r eduction in w o rking capacities wer e found in the female w o rker s in th e airconditioned

w orkshop, w hich caused by variety o f facto rs, including noise, exposed to low er concentrations o f tox ic

and ha zardous gas in the wo rkplace and psycho logical st ress in flow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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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设备为精密仪器的生产提供了必需的

环境条件 ,对保证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 ,关于空调对机体影响的报道较多 [ 1～ 3]。为

探讨空调车间女工的植物神经功能与作业能

力 , 进行了本次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观察组: 空调车间中从事装架、沉淀和检验

的流水线作业女工 120人 , 年龄 20～ 49岁 , 平

均 34. 2岁。工龄 0. 5～ 31年 , 平均 15. 3年。初

中文化程度 68人 , 高中 52人。 劳动强度为轻

度。

对照组: 该厂自然通风环境下工作 ,未接触

　　作者单位: 610041成都　华西医科大学职业病防治院

任何有害因素的后勤等女工 130人 , 年龄 20～

49岁 , 平均 37. 7岁。 工龄 0. 5～ 29年 , 平均

17. 1年。文化程度构成与观察组基本一致 , 且

劳动强度相近。

1. 2　方法

1. 2. 1　劳动卫生监测　测定空调车间和自然

通风工作间的气温、气湿 ( DHM2型通风干湿球

温度计测定 ) ,风速 ( DF-3型热球式电风速计测

量 ) , 噪声 ( ND-2型精密声级计测定 )。空气中

二氧化碳含量 ( GL-I型肺功能气体分析仪测

试 ) , 甲苯 ( SP-2308型气相色谱仪测定 ) ,细菌

总数 (用平皿沉降检验法计数菌落数 )。

1. 2. 2　问诊　对受试者进行详细询问 ,包括职

业史和自觉症状。

1. 2. 3　植物神经功能检查　按山西医学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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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植物神经检查法检

测受试者的眼心反射、卧立试验、倒转血压、皮

温差、 皮肤划纹征。

1. 2. 4　作业能力检查　闪光融合临界频率测

定: 用闪烁值测定仪 (日本柴田机械工业株式会

社制造 )令受试者双眼通过接目镜 ,观察下降测

定值、 上升测定值 , 用频率单位赫兹 ( Hz) 表

示。

心电图用 XQH-3型心电图仪进行常规描

记 , 观察Ⅱ、 aV F、 V5导联 T波振幅的变化。

剂量作业试验: 用安菲莫夫字母表 ,让受试

者在 2分钟内完成简单的删字任务。作业能力

指标统计阅字数、 错误率、 脑力作业能力指

数
[4 ]
。

1. 2. 5　测试时间和统计方法　在植物神经功

能检查的同时 , 对闪光融合临界频率、 心电图、

剂量作业进行一个工作日 ( 8小时 )的班前班后

测定 ,所得数据输入微机进行卡方检验和配对 t

检验。

部分指标在统计时 ,由于资料不全 ,故例数

不完全相同。

2　结果

2. 1　劳动卫生监测结果

见表 1。
表 1　劳动卫生监测结果

组别
气温

℃

气湿

%

风速

m /s

二氧化碳

%

甲苯

mg /m3

细菌总数

n /m3

噪声

dB ( A)

观察组 25. 5 78 0. 17 0. 052 0. 6 2 830 78

对照组 25. 0 72 0. 09 0. 039 0 2 004 55

　　表 1可见 , 观察组和对照组环境中的气

温、 气湿、 风速、 二氧化碳、 甲苯均符合我国

卫生标准。空气中细菌总数超过卫生标准 (大

于 1 500个 /立方米 )
[5 ]
。 观察组的噪声则超过

了按作业活动种类及紧张度的新规定 〔70dB

( A)〕
[6 ]
。

空调车间送风量为 3 000～ 4 800m
3 /h, 新

风量占送风量的 25% ～ 30%。

2. 2　临床症状

见表 2。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症状的阳性率 (% ) 比较

　组别 头晕 心慌 心悸 胸闷 恶心 多汗 烦躁 易激动

观察组

(n= 120)
52. 47* 40. 12 51. 25* 28. 40 38. 40* 61. 41* * 69. 20* * 62. 50*

对照组

(n= 130)
38. 46 38. 60 36. 92 24. 50 24. 00 40. 90 50. 80 48. 52

　　* P < 0. 05; * * P < 0. 01

　　表 2所示 , 观察组头晕、 心悸、 恶心、 多

汗、烦躁、易激动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

差异有显著意义。

2. 3　植物神经功能检查

见表 3。

表 3　观察组与对照组植物神经功能检查阳性率 (% ) 比较

组别 眼心反射 卧立试验 倒转血压 皮温差 皮肤划纹征

观察组

(n= 120)
60. 00* * 60. 80* * 5. 00 24. 20* 24. 20

对照组

(n= 130)
43. 10 39. 20 2. 30 13. 90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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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可知 ,观察组眼心反射、卧立试验、

皮温差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有显著差

异。

2. 4　作业能力观察

2. 4. 1　观察组和对照组一个工作日后闪光融

合临界频率和心电图检查结果比较 , 见表 4。

　　表 4　观察组和对照组一个工作日后闪光融合临界频率和心电图 T波振幅 ( mV ) 比较 (自身配对 t检验 )

观　察　组 (n= 109)

d▲ Sd t P

对　照　组 (n= 92)

d▲ Sd t P

下降测定值 1. 85 0. 37 5. 05 < 0. 001 0. 34 0. 26 1. 30 > 0. 05

上升测定值 2. 27 0. 35 6. 47 < 0. 001 0. 08 0. 12 0. 69 > 0. 05

Ⅱ导联 - 5. 51 6. 05 8. 51 < 0. 001 - 0. 30 0. 23 1. 26 > 0. 05

aV F导联 - 4. 55 7. 71 5. 90 < 0. 001 - 0. 18 0. 16 0. 95 > 0. 05

V5导联 - 4. 42 9. 17 4. 82 < 0. 001 - 1. 69 1. 30 2. 18 < 0. 05

　　注: “▲” 表示班前值减去班后值差数的均数 ; Sd为差值的标准误。

　　表 4所示 , 观察组班后闪光融合临界频率

(包括下降测定值和上升测定值 ) 较班前明显

降低 ,且差异有显著意义。心电图Ⅱ 、 aV F、 V 5

导联的 T波振幅班后比班前明显增高 ,有非常

显著差异。对照组仅心电图 V5导联 T波振幅

班后与班前比较有显著差异外 , 其余指标无明

显变化。

2. 4. 2　剂量作业试验结果 , 见表 5。

表 5　观察组与对照组一个工作日后剂量作业比较 (自身配对 t检验 )

观　察　组 (n= 100)

d▲ Sd t P

对　照　组 (n= 92)

d Sd t P

阅字数 - 42. 30 14. 08 3. 01 < 0. 005 - 10. 95 5. 35 1. 36 > 0. 05

脑力作业能力指数 - 5. 71 5. 54 1. 03 > 0. 05 - 3. 86 3. 55 0. 45 > 0. 05

错误率 - 1. 26 0. 61 2. 08 < 0. 05 - 0. 35 0. 27 1. 37 > 0. 05

　　表 5可见 , 观察组阅字数、 脑力作业能力

指数和错误率班后比班前均增加 , 其中除脑力

作业能力指数外 , 其余两项指标差异有显著

性。对照组阅字数、 脑力作业能力指数、 错误

率班后比班前均增加 , 差异无显著意义。

3　讨论

对植物神经功能的评价 , 选择多项指标更

有意义。本次通过询问症状和检查 , 表明观察

组出现了明显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提示皮层

下中枢的功能发生障碍。多与空调环境中的噪

声和低浓度有害气体有关。

据资料报道
[4 ]
, 工作后闪光融合临界频率

值比工作前减少时为作业能力下降 , 提示视分

析器区域神经过程的灵活性降低 , 即出现疲劳

表现。经测定观察组闪光融合临界频率值班后

比班前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意义 , 而对照组降

低不显著 , 表明观察组的疲劳程度比对照组明

显。

文献报道
[7 ]
, T波振幅随劳动强度增加而

增加。疲劳程度与 T波改变有重要关系 , 认为

T波振幅增高是全身疲劳的一个重要指标。该

空调车间女工心电图 T波三个导联班后比班

前增高差异有显著意义 , 而对照组仅一个导联

有明显改变 , 说明观察组疲劳程度大于对照

组。

剂量作业试验选用的阅字数、 脑力作业能

力指数、 错误率指标是判断高级神经活动状态

的试验。在作业过程中 ,大脑皮质产生疲劳时 ,

高级神经活动产生障碍 , 视觉的敏锐力减退 ,

手的协调动作欠佳。因此 , 完成作业的速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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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慢 , 作业中所发生的

错误相应增加。本次调查观察组班后阅字数明

显增高 , 这似乎反映工作效率提高 , 但由于错

误率较班前显著增加 , 表明分辨能力降低 , 提

示大脑皮质已出现内抑制障碍 , 实质上机体已

处于疲劳状态。

疲劳是一种一过性的生理现象 , 疲劳的产

生不单纯是由于生物学的因素 , 与作业环境中

的不良气象条件、噪声、毒物、重复的节律、单

调乏味的工作、 精神因素等均有很大关系 [8 ]。

Haider的研究也认为 ,假如一种作业重复连续

单调的动作 ,长时间后 ,必然出现紧张增加、坐

立不安、 麻木不仁 , 工作效率下降。

由于空调车间是一个密闭环境 , 空气不对

流 , 虽然气象条件符合卫生要求 , 但部分低浓

度有害气体在室内循环 , 再加上噪声强度超过

了按作业活动种类及紧张度的新规定 , 而且观

察组从事的又是流水线作业 , 易引起心理紧

张 , 这些因素联合作用是引起女工作业能力降

低的原因。因此 , 我们建议在空调环境中从事

流水线作业的工人应适当缩短工时和安排工

间休息 , 尽量增加新风量 , 降低噪声强度 , 以

保障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提高作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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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苯胺中毒 1例报告

林秀华　王丽华　张丽娟

　　汪某 , 男 , 18岁。 1996年 6月 7日下午 1时 , 在

装卸苯胺大桶过程中 , 因鞋底破裂 , 苯胺液渗入双脚 ,

未作及时处理 , 到下午 5时 , 感头昏、 乏力 , 摔倒 , 当

晚 8时送我院诊治。

入院时体检 , T37°C, P84次 /分 , R21次 /分 ,

BP17 /10k Pa, 意识朦胧 , 口唇青紫 , 皮肤粘膜呈铅灰

色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 ,对光反射存在 ,心率 84次 /分 ,

律齐 ,未闻及杂音 , 两肺呼吸音正常 , 未闻及干、 湿性

音 ,腹平软 ,无压痛 ,肝脾肋下未及 ,生理反射存在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双足皮肤呈褐色 , 多处破损。

实验室检查 , Hb112g /L, RBC4. 21× 1012 /L,

WBC46. 0× 109 / L, N0. 60, L0. 36, M 0. 02, E0. 02,

PC72. 0× 109 /L ,肝功正常 , HBs Ag阴性 ,尿常规正常 ,

　　作者单位: 310014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心电图正常 , 腹部 B超未发现异常。因故未检测高铁

血红蛋白及赫恩氏小体。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现场调查诊断为急性苯胺

中毒。

入院后即吸氧 ,静注美兰 60mg ,静滴维生素 C、能

量合剂 ,同时用温肥皂水反复清洗双脚。30分钟后 ,意

识清晰 ,口唇发绀、皮肤铅灰等情况逐渐好转。住院观

察治疗 4天 , 痊愈出院。

讨论

本例主要是经双脚多处破损皮肤吸收引起了急性

中毒。在抢救急性苯胺中毒病人时 ,彻底清洗污染的局

部皮肤 , 及时吸氧和早期适量使用美兰、 维生素 C和

能量合剂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收稿: 1996-09-15　修回: 1997-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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