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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苯接触工龄 2 年以上的喷漆工进行神经行为

功能测试。结果提示苯接触对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神经行为功

能有一定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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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苯对接触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对我市部分

喷漆工人进行了测试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173 名接苯工龄 2年以上的喷漆工人为苯接触组 , 其

中男 126人 , 平均年龄 (30.0±7.3)岁;女 47 人 , 平均年龄

(33.7±6.0)岁。选择 132 名机加工作为对照组 , 男 100 人 ,

平均年龄 (29.6±7.4)岁;女 32 人 , 平均年龄 (31.2±6.7)

岁。两组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WHO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苯

接触组与对照组在性别比例 、 视力 、 文化程度 、 年龄 、 工龄

各方面差异均无显著性。行为功能测试严格按照 NCTB 测试规

范进行 , 其中简单反应时使用鞍钢生产的 DF-2 型反应时测试

仪。统计分析采用两样本均数比较的 t检验和χ2 检验。

1.2　生产现场卫生监测

对被调查的喷漆工人作业环境进行职业卫生监测。

2　结果

2.1　职业健康检查

苯接触组主诉症状主要是头痛 、 头晕 、 胸闷 、 无力 、 恶

心 、 咳嗽等症状 , 症状发生率及体征异常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2.2　现场作业环境苯浓度测度

监测点 50个 , 合格点 31 个 , 平均浓度:苯 17.8 mg/ m3 ,

甲苯 53.1 mg/m3 , 二甲苯 17.7 mg/m3;超标点 19 个 , 平均浓

度苯 50.0 mg/m3 , 甲苯302.6 mg/m3 , 二甲苯401.5 mg/m3 。

2.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情况

由于苯接触组与对照组组内男 、 女得分差异均存在显著

性 , 因此将各组按不同性别进行比较。

2.3.1　情感状况　苯接触组与对照组之间6类情感状况的得

分差异均有显著性 , 见表 1。其中 “紧张-焦虑” 两组男性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 , “有力-好动” 苯接触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

表 1　两组情感状况得分结果 (x±s)

组别 紧张-焦虑 抑郁-沮丧 愤怒-敌意 疲劳-惰性 有力-好动 困惑-迷惘

接触组 男 11.6±5.9 15.3±9.8＊ 14.4±8.1＊ 9.3±5.1＊＊ 17.6±5.5＊＊ 8.8±5.1＊＊

女 10.8±4.8＊＊ 14.5±9.3＊＊ 12.7±7.6＊＊ 8.6±4.5＊＊ 18.2±5.8＊＊ 8.1±4.2＊＊

对照组 男 10.3±5.8 12.3±9.3 12.1±8.3 7.2±4.6 19.7±5.6 6.4±4.3

女 5.9±3.4 7.0±6.8 8.0±5.9 5.0±3.2 21.7±4.7 5.5±3.0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 ＊＊P<0.01 , 下同。

2.3.2　简单反应时　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苯接触组平均

最快 、 最慢反应时间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见表 2)。

表 2　简单反应时测试结果 (x±s) ms

组　别 平均反应时间 最快反应时间 最慢反应时间

接触组 男 238.4±45.8＊＊ 123.1±68.7＊＊ 641.6±296.4＊＊

女 282.0±66.0＊＊ 171.0±56.7＊＊ 701.4±260.4＊＊

对照组 男 223.6±51.3 103.5±70.0 519.4±181.6

女 222.0±42.4 104.1±74.2 493.0±132.7

2.3.3　数字跨度与提转捷度　数字跨度得分苯接触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提转捷度两组间男性差异无显著性 , 女性接触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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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字跨度与提转捷度得分结果 (x±s)

组别
数字跨度

顺序 倒序
　

提转捷度

利手 非利手

接触组 男 8.5±2.3＊＊ 6.4±2.2＊＊ 43.1±5.4 38.9±5.2

女 8.1±2.3＊＊ 5.8±2.1＊＊ 40.4±4.8＊＊ 36.3±5.0＊＊

对照组 男 9.4±2.1 7.2±2.8 43.7±6.1 39.1±6.3

女10.3±2.2 7.2±3.0 44.8±4.8 40.5±5.2

2.3.4　数字译码 、 视觉保留记忆　见表 4。

表 4　数字译码 、 视觉保留记忆测试结果 (x±s)

组　　别 数字译码 视觉保留记忆

接触组 男 51.1±11.6＊＊ 7.0±1.9＊＊

女 47.1±11.7＊＊ 6.7±1.9＊＊

对照组 男 54.7±12.1 7.6±1.7

女 58.7±14.1 7.7±1.6

2.3.5　目标追踪Ⅱ测试　接触组正确打点数与总和打点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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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对照组 ,错误打点数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见表 5)。

表 5　目标追踪打点数测试结果 (x±s)

组别 正确数 错误数 总　　和

接触组 男 204.1±34.3＊＊ 17.6±21.6 221.8±40.8＊＊

女 198.3±27.1＊＊ 10.4±10.8 208.7±32.4＊＊

对照组 男 225.2±32.4 17.1±13.6 242.4±34.8

女 234.8±27.8 7.8±4.1 244.7±30.2

3　讨论

分析表明 , 苯接触对工人的情感状况有较大的影响 , 这可

能与工作紧张和社会压力大有一定关系。“有力-好动” 得分接

触组低于对照组 , 说明苯接触可使工人工作和生活的主动性降

低。反映听记忆能力与视记忆能力的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和视

觉保留记忆两组得分差异均存在显著性 , 说明苯接触对记忆能

力有一定不良影响。简单反应时是测试神经行为核心功能最为

敏感的指标 , 两组的差异比较显著 , 表明苯接触可降低反应速

度和眼手协调功能 , 而女工的差异更具有显著性。提转捷度接

触组女性显著低于对照组 , 说明苯接触对女工提转捷度的影响

高于男性。反映手运动速度与准确度的目标追踪Ⅱ得分差异也

有显著性 , 但错误打点数差异无显著性 , 说明手运动速度降

低 , 准确度差异不明显。

在将超标点的作业工人与合格点的作业工人的行为功能得

分进行比较时 , 发现只有视觉保留记忆得分差异存在显著性

(P<0.01), 这说明本次调查在行为功能方面的剂量-反应关系

不明显 ,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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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497名放射工作人员静脉血细胞参数进行测定 ,

结果表明 , 放射工作人员的白细胞总数 、 血红蛋白含量 、 血

小板计数 、 血小板平均体积明显低于对照组 , 而红细胞分布

宽度和血小板分布宽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建议在放射工作人

员的职业健康体检中 , 血常规应做全项的血细胞参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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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后 , 电离辐射对血液系统的损

伤效应就受到了普遍重视。 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均已证实 ,

造血系统是对辐射高度敏感的组织之一。 电离辐射对外周血

中各功能细胞效应的研究手段单一 , 近年来随着血液分析仪

的普及 , 不但为临床提供了许多诊断指标 , 也提高了实验的

精确性和准确性。本文对 497 名放射工作人员静脉血细胞参

数进行测定 ,以期了解放射工作人员静脉血细胞参数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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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 作为健康监测的辅助手段。

1　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在我院进行体检的本地区从事工业探伤 、 γ射线及 X

射线放射工作人员 497 人为接触组 , 均为男性 (因女性例数

太少 , 本文未作统计), 年累计受照剂量为 0.15 ～ 0.6 mSv , 平

均年龄 (40±11)岁 , 平均工龄 (15±10)年。 选取在我院进

行健康体检的男性工人 218 人为对照组 , 其工作环境无电离

辐射 , 平均年龄 (38±10)岁。

1.2　标本的采集和测定

采集空腹静脉血 5 ml , 其中 4.5 ml用于生化和免疫等指

标的检测 , 余下的 0.5 ml放入含 K2-EDTA 的干燥抗凝管中迅

速混匀 , 室温条件保存 , 取血后 4 小时内完成检测。 检测项

目有白细胞计数 (WBC)、 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NEUT)、 混合

细胞百分率 (MXD)、 淋巴细胞百分率 (LYM)、 红细胞计数

(RBC)、 血红蛋白含量 (HGB)、 红细胞压积 (HCT)、 红细胞

平均体积 (MCV)、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MCH)、 红细

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MCHC)、 红细胞分布宽度 (RDW)、 血

小板计数 (PLT)、 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 血小板平均体积

(MPV)、 血小板压积 (PCT)。采用日本 Sysmex KX-21 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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