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电焊工慢支发病过程中 , 除电焊烟尘直接刺激支气管

粘膜引起的支气管非特异性炎症外 , 还与电焊烟尘中的 Mn 、

Ni等金属引起的变态反应有密切关系。本次调查 , 空气中

MnO2 平均浓度 1.46mg/m3 , 超过国家标准 6.3 倍。

吸烟可使一般人群慢支患病率增加 , 吸烟同样可使电焊

作业人群慢支患病率增高。本次调查结果 , 电焊工不吸烟组

慢支患病率仅为 9.4%, 而吸烟组则高达 30.8%, 两组间差异

有非常显著性 (P<0.005)。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 电焊烟尘是电焊工慢支的主要致病

因素 , 吸烟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降低电焊烟尘浓度 、 减少

接触是降低电焊工慢支患病率的关键措施 , 同时应注意在电

焊作业人群中倡导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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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名羊毛衫绣花工人视力情况调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vision condition of 466 embroidery workers at a woolen sweat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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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466 名羊毛衫绣花工人视力情况调查表明 , 工

种 、 工龄 、 作业持续时间 、 照明不足是特殊人群中导致视力

不良发生率增高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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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毛衫绣花过程中 , 由于绣品较为精细 , 质量要求也

较高 , 工人在操作时 , 易产生视觉疲劳。 为了解绣花工人的

视力情况 , 对本市 3家羊毛衫厂的绣花车间 466名工人进行了

调查 , 结果如下。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绣花组:选择 3 家羊毛衫厂绣花车间中就业前体检裸眼

视力在 1.0以上 , 就业后一直从事绣花作业的 466人 , 年龄 21

～ 46 岁 , 平均 31 岁 , 工龄 4 ～ 18 年 , 平均 9.5 年。对照组:

选择就业前体检裸眼视力 1.0以上的营业员 292人 , 年龄 20 ～

45 岁 , 平均年龄 30 岁 , 工龄 4 ～ 19 年 , 平均 9.8 年。两组人

员的文化程度 、 业余爱好 、 生活习惯等情况相似。

1.2　调查方法

1.2.1　车间照明测定　采用“风光”ZF-2 型照度计测定绣花

车间和商场内的照度 ,对绣花车间的照度测定晴天 、雨天各1次。

1.2.2　远 、 近视力检查　绣花组工人裸眼视力在 1.0 以下

者 , 采用不散瞳检影插片作屈光检查。

2　结果

收稿日期:1998-11-08;修回日期:1999-04-16

作者简介:范仁忠 (1952—), 男 , 江苏张家港人 , 主管医师 , 研

究方向:劳动卫生 、 放射卫生。

2.1　一般情况

3家羊毛衫厂均以自然采光为主 , 绣花形式为手工 , 根据

针法可分为细绣和乱针 , 每天实际工作为 6 ～ 9小时。

2.2　照度情况

对 7 个绣花车间共测定 68 个点 , 晴天照度细绣车间为

299lux , 乱针车间为 423lux , 阴雨天各为 52lux 和 108lux;商场

各柜台平均照度为 196lux , 荧光灯照明为主。

2.3　绣花组与对照组视力不良情况

由表 1 可见 , 两组视力不良率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表 1　两组视力不良情况比较

组别 检查人数 视力不良率 (%) P 值

绣花组 466 41.8 u=5.66>2.58
对照组 292 26.7 P<0.01

2.4　视力不良与年龄的关系

在正常人群中 40 岁以上开始出现老视 , 本次调查中 , 绣

花组与对照组的视力不良率均随年龄的增大有升高趋势 , 其

中绣花组更为明显 , 对此 , 我们将 40 岁以上两组同年龄组作

了比较 , 并进行了率的标化 , 结果显示 , 绣花组视力标化率

为 46.2%, 对照组为 24.3%,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0.01)。

2.5　视力不良与工龄关系

两组视力不良率随工龄的增长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绣花组 5

年～ 、10年～ 、15年～ 3 个工龄组视力不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2.6　视力不良与工种的关系

不同工种视力不良发生率也不同 ,细绣高于乱针 ,见表 2。

表 2　不同工种视力不良情况

工种 检查人数 视力不良率 (%) P 值

细绣 252 61.2 u=4.75>2.58

乱针 214 38.8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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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 TAC 含量。经正态性 D 检验 , TAC 含量呈正态分布

(P >0.2), TAC 均值 (x)为 17.43U/ml , 标准差 (s)为

2.26U/ ml , 经显著性 t 检验 , 男 、 女间TAC 均数差异无显著性

(P>0.05), 经方差分析 , 各年龄组间 TAC 含量均数差异无显

著性 (P>0.05)。因苯能导致机体总抗氧化能力降低 , 所以 ,

苯接触人员 TAC 水平不可能比正常人高 , 故按单侧计算 , 其

95%下限为 x-1.645s=13.71 U/ml , 并以此作为参考值 , 对临

床诊断为慢性苯中毒及确定为观察对象的 44 名苯接触人员及

86名对照组人员的 TAC 水平进行统计分析 , 其灵敏度为

86.36%, 特异性为 94.19%, 阳性结果预测值为 88.37%, 阴

性结果预测值为 93.10%, 约登指数为 0.81。同时对住本院治

疗的 28名苯接触病人进行了 TAC检测分析 , 并以住院治疗的

铅中毒 、 放射损伤 、 尘肺及其他内科病人 72 人作对照 , 其灵

敏度为 84.54%, 特异性为 86.63%。

2.4　试验组TAC 含量与WBC 总数直线相关分析

将试验组 TAC 含量与白细胞计数结果作直线相关分析 ,

得 r=0.354 8 , 相关系数具有高度显著性 (P<0.01)。提示试

验组血清 TAC含量与全血WBC总数之间有相关关系存在。

3　讨论

国内外实验证实:由苯诱导而产生过量的活性氧和脂质

过氧化物等可引起不同程度的细胞毒性 , 并导致瞬时的不可

逆损伤 , 甚至介导细胞凋亡可能就是WBC降低的原因之一[ 3] 。

影响总抗氧化能力的因素很多 , 但本次研究的检测结果及临

床验证的情况提示:在本法[ 4]检测范围内 , 血清 TAC 水平的

降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苯的脂质过氧化作用对机体的损伤。

正常人血清 TAC 参考值国内报道不多 , 南京建成生物工

程研究所提供的参考值范围为 (18.77±1.34)U/ml , 本次研

究检测了 86名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TAC 含量为(17.44±2.23)

U/ml , 本实验室两次均数及标准差非常接近 , 说明该方法比

较稳定 , 其均数与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值相近 , 标准

差差异较大 , 可能与选取不同的群体 (抽样误差)有关。 考

虑到长期接触苯能导致人体总抗氧化能力降低 , 因此 , 在确

定 TAC 参考值范围时以单侧计算[ 5] , 故取正常人 TAC 95%下

限为 13.71U/ml。

国内外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 , 苯接触工人的工龄达 5 ～ 7

年时 , WBC 总数才明显降低 , 且随着工龄的延长 , 白细胞总

数降低更为严重。本研究结果显示:苯作业工人 TAC 含量与

WBC 总数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 但 r=0.354 8 , 不能排除样品数

量因素的影响 , 在临床应用时应加以注意。 在工作场所苯浓

度达到一定范围及作业工龄达 2 年时 , 血清 TAC 含量就明显

降低 , 提示 TAC 含量的变化可能较WBC 总数的降低对苯中毒

的预防和早期治疗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本文承蒙江苏省人民医院黄声达教授 、 本院曾广宪主任医师 、 南

京医科大学于浩副教授指导 , 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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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绣花持续时间与视力不良的关系

视力不良率随持续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上升 , 我们选择了

160 名工作超过 9 小时和 121名工作少于 6小时的工人作了比

较 , 见表 3。

表 3　作业持续时间与视力不良的关系

超过 9小时 少于 6小时 P值

检查人数 160 121 u=3.11>2.58
不良率 (%) 55.6 36.4 P<0.01

3　讨论

视力不良的发生虽与用眼的卫生习惯 、 营养 、 睡眠 、 遗

传 、 业余爱好等有密切关系 , 但从 3 家羊毛衫厂绣花工人的

调查结果来看 , 某些特殊职业引起操作人员视力不良也是不

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3.1　细绣组与对照组视力不良发生率 , 经统计学处理两者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0.01)。同时 , 两组视力不良发生率

虽随年龄的增大均有升高趋势 , 但绣花组更为明显 , 可以认

为 , 绣花工人视力下降是由于长期从事精细的绣花作业所致。

其次 , 不同工种视力不良发生率也不同 , 细绣工高于乱针工 ,

这与细绣的线密度高 , 操作时眼肌高度紧张有密切关系。

3.2　视力不良随用眼时间延长而上升。调查结果表明 , 同

工种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 6 小时的视力不良发生率为

36.4%, 经常超过 9小时的为 55.6%;工龄在 10 年以上的视

力不良率为 49.0%, 15 年以上为 65.5%, 这都说明了用眼时

间越长 , 视力不良发生率越高。

3.3　经车间内照度测定 , 晴天平均照度为 294～ 423lux , 阴

雨天为 52 ～ 108lux , 阴雨天照明明显不足。纵观上述 3 个方

面 , 可集中为长期从事近距离精细作业 、 连续用眼时间过长 、

工作面上照明不足是影响绣花工人视力的主要因素。上海眼

病防治所对精细工种的照明与疲劳之间的关系做过调查研究 ,

以 370lux照度时视力疲劳为 100%, 局部照度逐渐增加 , 视疲

劳明显下降 , 但当照度至1 200 lux 时 , 视疲劳减少幅度不明

显。本次调查结果为 , 绣花工作面上局部照明达 560lux 时 ,

视疲劳即可减轻一半左右 , 当超过1 000lux时 , 可出现反光耀

眼。建议绣花作业工作面的最低照度在 700lux 左右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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