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3　接触环氧乙烷组不同工龄运动单位多相电位变化分

析　从表 3可看出 ,随着工龄的增长 , 运动神经多相电位增多

的人数增加 , 与工龄的相关系数为 0.982 , 呈高度相关关系。

这与生产工人接触环氧乙烷时间长短有关。本次观察 , 在大力

收缩时未出现单纯相或混合相 , 亦无自发电位。

表 3　不同工龄与运动单位多相电位增多的关系

工龄 (年) 例数 多相电位增多 (例) %

～ 5 28 6 21.2

～ 10 44 23 52.3

>10 24 19 71.3

　　χ2=12.36 , P<0.005。

3　讨论

3.1　通过神经肌电图观察 , 接触环氧乙烷工人的异常变化主

要表现运动单位时限延长 , 多相电位增多 , 且与工龄增加呈正

相关关系。依据 GB4865—85 《职业性慢性氯丙烯中毒诊断标

准及处理原则》 中的神经-肌电图正常值和神经原性损害的判

断基准判定 , 接触组运动单位平均时限比对照组延长 25%以

上 , 结合多相电位增多 , 属神经原性损害 , 其接触组神经原损

害率达 50%。这是导致长期小剂量接触者肢体麻木 、 肌无力

等临床表现的原因。

3.2　工业化验取样应控制在一个密闭又易于通风排毒的隔离

室内 , 减少向生产车间排放。 另外 , 应经常检修管道 、 阀门 ,

减少或杜绝跑 、 冒 、 滴 、 漏 , 并在生产车间内增加有效的通风

排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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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作业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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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接触二硫化碳的 29 名作业工人和 29 名非接触

工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进行了比较。结果接触组微核

率平均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1);不

同TW水平接触工人的微核率均值随二硫化碳浓度的递减而

递减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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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作者报道 , 对 2 291名二硫化碳作业工人做了 20

年的回顾性队列调查 , 发现结肠癌的死亡率升高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 其 SMR 为 233[1] 。二硫化碳是否对体

细胞具有致突变作用尚未见报道。我们通过比较二硫化碳作

业工人与对照组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 , 探讨二硫化碳

对体细胞有无致突变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接触组:选择某化纤厂从事二硫化碳作业工人 29 人 (分

布于纺丝 、 磺化 、 淋洗等车间), 3 个月内无 X线接触史 、 无

遗传及血液系统疾病史 , 除二硫化碳外不接触其他可能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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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有致突变作用的物质 (如油漆 、 汽油 、 苯等), 无影响检

测指标的药物服用史。其中男性 14人 , 女性 15 人 , 年龄范围

为29～ 53岁 , 平均 35.2 岁;工龄范围为 5 ～ 32年 , 平均 12.3

年。对照组:选择不接触二硫化碳的人员 29 人 , 其他条件同

接触组。其中男性 17人 , 女性 12 人 , 年龄范围为 18～ 52 岁 ,

平均 33.7岁。年龄 、 性别 、 吸烟状况经卡方或 t 检验 , 两组

差异无显著意义。

1.2　微核标本制作　低渗甲基纤维素法[ 2] 。

1.3　微核计数方法　微核位于细胞核内 , 与主核完全分开 ,

小于主核的 1/3 , 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光滑 , 与主核着色一

致。每例观察 1 000 个细胞 , 计数其中具有微核的淋巴细胞

数 , 以千分率表示。 若细胞内发现一个或一个以上微核者 ,

均作一个微核细胞计数。微核的确认经两人一致同意才作准。

1.4　生产环境中二硫化碳浓度　用个体采样器对工人进行工

间作业 8 小时采样 , 结果用气象色谱仪分析 , 计算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 (TWA)。

1.5　资料统计及计算　用WINDOWS 95中的 SPSSWIN 软件进

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工作场所空气中二硫化碳浓度　根据工种检测不同作业

点 , 高浓度组 (纺丝车间)共检测 34 个样品 , TWA 为

23.42mg/m3 。中浓度组 (磺化车间)共检测 38 个样品 , TWA

为14.68mg/ m3 。低浓度组 (淋洗车间)共检测 50 个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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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A为 7.67mg/ m3 。

2.3　接触组与对照组比较　在接触组 29 名二硫化碳作业工

人中 , 微核细胞总数 178 个 , 微核率为 6.24‰;而对照组 29

人中 , 微核细胞总数为 30 , 微核率为 1.13‰。 两组的微核率

经 t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微核率比较

组别
检查

人数
微核数

微核率 (x±s)

(‰)
t 值 P值

接触组 29 178 6.24±3.01

对照组 29 30 1.13±1.24
9.95 <0.01

2.4　工种间微核率比较　将接触组按 TWA 水平分组 , 分别

计算不同工种工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 , 如表 2 所示 ,

高 、 中 、 低浓度接触组与对照组微核率经单因素方差分析 ,

可见各组间差异有显著意义 , 其微核率呈梯度下降。

2.5　接触组内不同性别间微核率比较 、 接触组年龄别间微核

率比较 、 接触组不同工龄间微核率比较 , 差异均未见有显著

意义 , 但高工龄组微核率均值高于低工龄组。

表 2　各工种与对照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比较

组别
检查

人数
微核数

微核率 (x±s)
(‰)

F 值 P值

纺丝车间 8 58 7.35±2.25

磺化车间 13 84 5.84±2.85

淋洗车间 8 36 5.37±0.92

对照组 29 30 1.13±1.06

34.60 <0.01

　　本研究结果表明 , 长期从事二硫化碳作业工人 , 其外周

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明显升高 , 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将接触组按TWA水平分组 , 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 经单

因素方差分析 , 差异有显著意义 , 说明接触二硫化碳可能导

致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增高。本次结果未见接触二硫化碳

工人微核率有性别和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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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155 名调查对象研究结果显示 , 在 GB3869—

1997基础上综合考虑特殊的劳动组织 、 劳动工时和劳动姿势

等对体力劳动负荷的影响 , 能够更加客观 、 科学地评定石油

野外作业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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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劳动强度的测试与评价是劳动卫生和劳动保护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 , 也是制定劳动定员 、 劳动工资和劳保待遇

等的卫生学依据。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一直沿用 GB3869 的方

法 , 该标准经 1997年修订后更趋完善 , 但是否适用于石油野

外作业尚不清楚。 因此本文采用 2 种方法对新疆石油管理局

野外作业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 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物探 、 钻井 、 试油 、 井下作业 、 输油等 6 类主要野

外作业 9 个工种为调查对象 , 调查和测定均在正常生产情况

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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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定方法

　　按照 GB3869—1997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以下简称国

标)[1]的要求和方法测定劳动时间率和 8 小时工作日平均能量

代谢率 , 结合劳动者的性别和劳动方式计算劳动强度指数 ,

再予分级。同时再应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石油野外

作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报批稿)(以下简称行业标准)的

指数计算方法确定受试者的劳动强度级别。该标准中劳动强

度指数 (I)的计算方法为:

I=T1·T2· (M/ 4.1855)·S·10+T3+P+O+Sh+E

式中:I ———体力劳动强度指数;T1 ———劳动时间率 , %;

T 2———劳动工时修正系数;M———平均能量代谢率 , kJ/ (min

·m2);S———体力劳动性别系数;T3 ———野外作业时间修正

值;P———劳动姿势修正值;O———器官紧张程度修正值;

Sh———工作班制修正值;E———作业区域海拔修正值。

最后将 2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加以对比分析 , 该标准体强

分级的含义见表 1。

表 1　行业标准体强分级及含义

分　　级 指　　数 含　　义

Ⅰ ≤15 轻劳动

Ⅱ >15～ 20 中等强度劳动

Ⅲ >20～ 25 重强度劳动

Ⅳ >25～ 30 很重强度劳动

Ⅴ >30 极重强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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