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组均认为违章作业是造成工伤的重要原因 , 但两组都有

90%以上的人认为在违章作业时只要多加注意就不会发生事

故;两组均有 99%的人认为安全规章制度有必要 , 工作中应

该遵守。工作中的违章作业率工伤组 56.1%, 非工伤组为

9.4%, 工伤组明显高于非工伤组 (χ2=32.5 , P<0.005);防

止事故率工伤组为 59%, 非工伤组为 33%, 工伤组明显高于

非工伤组 (χ2=8.18 , P <0.005);工伤组 70.7%, 非工伤组

71.9%的人表示发生工伤后想坚持上班 , 工伤组还有 6%的人

表示看情况再定。

3　讨论

3.1　由于安全生产措施的实行 , 工伤的发生日益减少 , 但随

着工资制度改革和竞争上岗的实行 , 再加上工伤责任追究制

度 , 使许多轻伤者未能真正享受工伤待遇 , 由此引发的工伤

发生率的非正常下降应引起足够重视。

3.2　不同行业作业人员受伤类别 、 性质和部位不尽相同[ 3 , 4] ,

本次调查发现车辆段职工工伤主要发生于手和脚这些活动频

繁和暴露的部位 , 提示这些部位应是安全防护的重点 , 主要

防止挤伤和砸伤。

3.3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责任心不强 、 违章作业和不使用防

护用品是发生工伤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 , 目前发生工伤的

主要危险因素是人和管理方面的。有关部门应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 , 提高职工责任心和遵章守纪自觉性 , 监督指导作业人

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 全程使用防护用品。 调查显示技术不

熟练也是造成工伤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加强技术培训和岗位

练兵也是防止工伤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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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乘务员心血管系统功能的调查
Investigation on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in locomotive drivers and att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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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26 名电力机车乘务员的血压和心电图情况的

调查结果显示 , 电力机车驾驶作业对乘务员的心血管系统功

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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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乘务员在驾驶作业中 , 必须集中精力 , 因此经常处

于高度紧张状态;同时 , 在驾驶作业中接触的主要职业危害

因素有噪声 、 振动和夏季高温等 , 这些因素均可损害机体的

心血管系统功能。为了进一步了解机车驾驶作业对乘务员心

血管系统的影响 , 我们对某地 226 名电力机车乘务员的心血

管功能进行了调查研究 , 同时测定了机车驾驶室噪声和振动

强度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某地同一线路上的 226 名电力机车乘务员为乘务员

组 , 均为男性 , 年龄 20 ～ 51 岁 , 平均年龄 (34.8 ±7.2)岁;

工龄 1 ～ 34 年 , 平均工龄 (17.3±5.7)年。选择男性后勤工

人和行政工作人员 105 名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 (3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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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平均工龄 (16.7±5.5)年。两组人员的年龄和工龄分布

基本均衡 , 差异无显著性。两组均已排除了就业前曾患有高

血压病者各 1例。

1.2　方法

1.2.1　机车驾驶室噪声和振动强度的测定 　按照 GB

3449.1—82 《机车车辆内部噪声测量———司机室噪声测量》 和

TB1128—87 《机车司机室全身振动测量方法》 , 使用江西红声

器材厂生产的HS-5670型积分声级计和北戴河无线电厂生产的

ZDJ-1 型便携式人体振动计 , 对电力机车驾驶室的噪声和振动

进行测定。

1.2.2　一般检查　询问职业史 、 自觉症状和既往病史 , 并作

内科检查。测量血压采用台式血压计。 对于血压异常者要经

过非同日测定核对;对于服降压药后血压正常者 , 视为高血

压。高血压评定标准[ 1] :收缩压≥140mmHg (18.8kPa), 舒张

压≥90mmHg (12.1kPa)。

1.2.3　心电图检查　采用上海产 ECG-6511 型心电图机 , 记

录受检者在安静情况下心电图 12 导联的特征变化。按全国统

一的心电图诊断分析标准测量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卫生学调查

　　在电力机车驾驶作业中 , 乘务员不仅要负责驾驶机车 , 还

要时刻注视前方线路上的信号灯 , 不断地与前方车站联系 , 必

须集中精力 ,精神高度紧张。乘务员每次出乘的时间长短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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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作息制度不稳定 , 平均每人每月累计工作时间为 180 h。

对同一线路上的电力机车驾驶室的噪声和振动进行测量 ,

共测量 10 台次 , 等效连续 A 声级为 88 ～ 93 dB (A), 平均值

为91 dB (A);振动加速度值为 0.73 ～ 0.77 m/ s
2
, 平均值为

0.74 m/ s2 。

2.2　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由表 1可见 , 乘务员组的高血压患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 1　两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组　别 受检人数 患病数 患病率 (%)

乘务员组 226 41 18.1＊

对照组　 105 6 5.7　

　　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2.3　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由表 2可见 , 乘务员组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极显著性 (P <0.01)。 两组各种异常心电图检出率比

较 , 窦性心律不齐差异有极显著性 (P <0.01), 窦性心动过

缓 、 传导阻滞和 ST-T 段改变 ,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表 2　两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心电图改变

类型

乘务员组(n=226) 对照组(n=105)

检出数
检出率
(%) 检出数

检出率
(%)

χ2值 P值

窦性心动过速 3 1.3 1 1.0 0.08 >0.05

窦性心律不齐 24 10.6 2 1.9 7.52 <0.01

窦性心动过缓 18 8.0 2 1.9 4.64 <0.05

传导阻滞 18 8.0 2 1.9 4.64 <0.05

左室高电压 3 1.3 1 1.0 0.08 >0.05

心电轴偏移 2 0.9 0 0 0 >0.05

ST-T段改变 13 5.8 1 1.0 4.08 <0.05

其他 6 2.7 1 1.0 1.00 >0.05

合计 87 38.5 10 9.5 29.05 <0.01

2.4　不同工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由表 3 可见 , 乘务员组的高血压患病率随工龄的延长而

逐渐增高 , 同时两组间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也更加明显。 对

两组分别做趋势卡方检验 , 乘务员的工龄与高血压患病率有

关联 (χ2=58.54　P<0.01), 对照组的工龄与高血压患病率

无关联 (χ2=0.92　P>0.05)。

表 3　两组不同工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工龄

(年)

乘务员组 对照组

受检
人数

患病
数

患病
率%

受检
人数

患病
数

患病
率%

χ2值 P值

<5 29 1 3.4 14 0 0 0.49 >0.05

5～ 51 4 7.8 28 0 0 2.31 >0.05

10～ 48 7 14.6 24 2 8.3 0.57 >0.05

15～ 45 11 24.4 18 2 11.1 1.40 >0.05

20～ 53 18 34.0 21 2 9.5 4.55 <0.05

2.5　不同工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由表 4 可见 , 乘务员组各工龄段心电图异常检出率均高

于对照组 (P<0.05), 5～ 年工龄段两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

(P<0.01)。对两组分别做趋势卡方检验 , 乘务员的工龄与心

电图异常检出率无关联 (χ2=0.39　P >0.05), 对照组的工

龄与心电图异常检出率也无关联 (χ2=0.92　P>0.05)。

表 4　两组不同工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工龄

(年)

乘务员组 对照组

受检

人数

检出

数

检出

率%

受检

人数

检出

数

检出

率%

χ2值 P值

<5 29 11 37.9 14 1 7.1 0.45 <0.05

5～ 51 21 41.2 28 2 7.1 10.15 <0.01

10～ 48 17 35.4 24 2 8.3 6.04 <0.05

15～ 45 17 37.8 18 2 11.1 4.34 <0.05

20～ 53 21 39.6 21 3 14.3 4.41 <0.05

3　讨论

有文献报道[ 1 ～ 4] , 在噪声 、 振动 、 高温和精神紧张等因

素的长期作用下 , 可使大脑皮层细胞功能反射性失调 , 血管

运动中枢正常的调节功能发生障碍 , 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最终使心血管系统功能失调 , 出现血压升高或降低 , 心率增

快或减慢 , 心律不齐 , 甚至呈现 ST-T段改变。 电力机车驾

驶作业中 , 存在着许多职业危害因素 , 如噪声 、 振动和夏季

高温 , 同时机车乘务员作业时 , 要集中注意力 , 精神高度紧

张 , 这些有害因素均可能损及机体心血管功能。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乘务员组的高血压患病率与对照组

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乘务员的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工龄的延

长而逐渐增高。随着工龄延长 , 两组间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

也更加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机车乘务员长期处于高度精神紧

张状态 , 再加上噪声等有害因素的作用 ,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

神经的紧张性增高 , 血管痉挛 , 从而使血压升高。

乘务员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38.5%)显著高于对照组

(9.5%), P<0.01。其中以窦性心动过缓 、窦性心律不齐 、传导

阻滞和ST-T段改变较为显著 ,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2～ 4] 。 提

示电力机车乘务员心电图的改变以功能性改变为主。

不同工龄心电图异常情况分析表明:乘务员组各工龄段

心电图异常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5 ～ 年工龄

段两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 (P <0.01), 提示电力机车乘务

员的心电图改变出现较早 , 且心电图的改变可能是可逆的。

但对乘务员组不同工龄段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表明 , 乘

务员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与工龄的关系不密切 (P>0.05)。

综上所述 , 电力机车驾驶作业对乘务员的心血管系统功

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因此 , 对电力机车乘务员要定期进行

健康检查 , 加强对心血管系统的监护 , 确保电力机车乘务员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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