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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暴露于低浓度甲醛环境 , 咳嗽 、 咯痰等症状
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可以出现小气道功能异常和血中

IgE含量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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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对呼吸道 、 皮肤粘膜具有刺激和致敏作用[ 1] , 为探

讨低浓度甲醛对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 , 我们对某甲醛生产企

业作业人员进行了健康状况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甲醛作业岗位工人 147名为观察组 , 男 124 名 , 女23

名 , 接触工龄 3 ～ 10 (7.8±1.8)年 , 年龄 21 ～ 45 (38.6 ±

4.7)岁 , 男性吸烟 36名。另选某纺织企业不接触粉尘 、 刺激

性气体等有害因素的行政管理人员 56 名为对照组 , 男 46 名 ,

女 10名 , 年龄 24 ～ 50 (39.3±5.1)岁 , 男性吸烟 12 名。 观

察组和对照组之间年龄结构 、 性别比例 、 男性吸烟比例等指

标差异均无显著性。

1.2　方法

1.2.1　作业场所甲醛浓度测定

选择 8个测定点 , 用变色酸分光光度法测定甲醛浓度 ,

每天上 、 下午各采样 1次 , 连续采样 3 天 , 取均值。

1.2.2　体格检查

详细询问工人的职业史 、 既往病史 、 自觉症状 、 吸烟情

况及其他生活习惯等 , 并进行常规内科 、 五官科 、 心电图 、

胸部 X 线透视检查。实验室检查项目包括丙氨酸转氨酶

(ALT)、 血清总胆红素 (TBIL)、 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 IgA、

IgM 、 IgE。肺通气功能检查采用日产 CHEST HI-198 型肺功能

仪。

2　结果

2.1　作业场所空气中甲醛浓度

8 个测定点最低浓度为 0.5 mg/m3 , 最高 3.5 mg/m3 , 几何

平均浓度为 1.07 mg/m3 。

2.2　临床检查结果

观察组咳嗽 、 咯痰 、 食欲不振 、 咽部充血检出率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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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 , 差异有显著意义 , 见表 1。

表 1　两组人员一般临床检查结果比较

临床检查
观察组

检出人数 检出率(%)

对照组

检出人数 检出率(%)

头痛头晕 26 17.7 7 12.5

失眠 31 21.1 14 25.0

咳嗽 43 29.3＊＊ 6 10.7

咯痰 31 21.1＊ 5 8.9

胸闷 13 8.8 4 7.1

食欲不振 38 25.9＊ 7 12.5

咽部充血 37 25.2＊ 6 10.7

肺纹理改变 29 19.7 5 8.9

心电图异常 14 9.5 4 7.1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 , 下表同。

2.3　实验室检查结果

各检查指标中 , 只有血清 IgE 含量观察组 [ (0.67±0.18)

mg/ L] 高于对照组 [ (0.62±0.14)mg/ L] , 差别具有显著意

义 (P<0.05), 其他各项指标两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2.4　肺功能检查

FEV1.0%、 MMF、 V
·
50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意

义 , 见表 2。

表 2　肺功能检查结果分析 (x±s)

指　标 观察组 对照组

FVC (L) 4.45±0.60 4.38±0.64

FVC% 97.12±16.85 98.76±14.12

FEV1.0 (L) 3.67±0.42 3.74±0.39

FEV1.0% 82.21±12.19＊＊ 87.97±11.96

MMF (L/ s) 3.88±1.25＊ 4.26±1.07

V
·
50 (L/ s) 3.38±1.31＊＊ 3.94±1.21

V
·
25 (L/ s) 6.77±1.44 6.86±1.65

3　讨论

我国规定车间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为 3 mg/ m3 , 本次

调查作业环境空气中甲醛平均浓度为 1.07 mg/ m3 , 属低浓度。

结果显示 , 长期暴露于低浓度甲醛环境 , 作业人员咳嗽 、 咯

痰 、 咽部充血等症状发生率明显升高 , 与有关报道[ 2 , 3]基本一

致。实验室检查项目中 , 未发现低浓度甲醛接触组有肝功能

异常现象。本调查虽未发现职业性哮喘病例 , 但接触组血中

IgE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甲醛可能具有一定的致敏作

用。肺功能检查结果显示 , 低浓度甲醛对呼吸功能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小气道功能异常 , 与王维[ 4]报道相符。建议对甲醛

作业人员应加强呼吸系统的监护 , 以便为修订车间空气中甲

醛卫生标准 、 制订监护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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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磨机噪声对工人听力影响的动态观察
Dynamic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noise on the hearing of ball mill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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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41名球磨机作业工人听力情况进行动态观察 ,

接噪工人听力损失较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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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轴承行业球磨机噪声对作业工人的听力影响 , 对

本公司钢球制造厂锉削 、 软磨 、 硬磨 、 精研 4 种类型球磨机

作业工人的听力情况进行动态观察 , 分析了听力损失与接噪

工龄 、 噪声强度之间的关系 , 为保护工人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本公司钢球制造厂 1980 年开始从事球磨机作业 , 并至

2000年继续从事该作业的 241 名工人为接噪组 , 其中男 113

人 , 女 128人 , 日接噪时间 6 h , 无个人防护措施。 对照组为

同时入厂的检查作业的工人 84 名 , 其中男 38 人 , 女 46 人 ,

其从事成品库钢球检查 , 不下车间抽检 , 无噪声接触史。 两

组人员均无耳病史及耳毒药物史 , 除接触噪声因素外 , 其他

情况无差异。

1.2　方法

1.2.1　噪声作业环境调查　球磨机噪声是声压波动<5 dB 的

稳态噪声 , 现场监测用丹麦产经定期校准的 2218 声级计 , 严

格按照工业企业噪声测定规程进行布点测定。

1.2.2　健康检查　对观察对象进行定期体检 , 每次在一般问

诊 、 内科检查后 , 用经过校准的日产 AA-45听力计进行听力

测试 , 所有人员在脱离噪声环境 16 h以上 , 测定左右耳 500 ～

8 000 Hz气导纯音听阈 , 隔声室本底噪声为 28 dB。在观察期

间共体检 4 次 , 时间分别为 1985 年 、 1990 年 、 1995 年和 2000

年。以GB16152—1996为听力损失诊断依据[ 1] , 对所有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 , 作 χ2检验。

2　结果

2.1　不同类型球磨机及检查站噪声强度测定

结果见表1。每一种球磨机噪声强度跟踪测定的结果波动

范围不大 , 4 种不同类型球磨机噪声强度均>85 dB (A)。

表 1　不同类型球磨机噪声强度跟踪测定结果 dB(A)

测定点 范围 均值

锉削机 112～ 118 114

软磨机 98～ 105 101

硬磨机 95～ 103 99

精研机 89～ 96 93

检查站 70～ 78 73

2.2　接噪组与对照组之间听力损失情况的比较

表 2显示 , ～ 5年工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 ,

～ 10 年工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P<0.01),

～ 15 年工龄组 、 ～ 20年工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意

义 (P<0.05)。接噪组之间～ 10 年与～ 5 年工龄比较差异有

非常显著意义 (P<0.01), 而～ 10 年与～ 15 年 、 ～ 20 年工龄

之间差异无显著意义。

表 2　球磨机工人噪声暴露时间与听力损失的动态比较

组别
噪声强

度 (dB)

～ 5年工龄

例数
听损

人数

发生率

(%)

～ 10年工龄

例数
新增听

损人数

发生率

(%)

～ 15年工龄

例数
新增听

损人数

发生率

(%)

～ 20年工龄

例数
新增听

损人数

发生率

(%)

接噪组 89～ 118 241 15 6.2 226 36 15.9＊＊■ 190 20 10.5＊ 170 17 10.0＊

对照组 70～ 78 84 1 1.2 83 1 1.2 82 2 2.4 80 2 2.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与 ～ 5年工龄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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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虽然生产性噪声对作业工人健康尤其是听力的影响已多

有报道[ 2, 3] , 但对球磨机作业工人的听力损失情况的研究较

少 , 长期动态观察尚未见报道。本文观察发现球磨机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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