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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观察噪声接触组工人和正常人各 31 例心电图和 24

h 心率变异性指标 , 结果表明职业噪声接触可能是影响心脏自

主神经功能紊乱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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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作为常见的职业危害因素 , 对听觉器官产生特异性

作用 , 已得到广泛认同;对人体的非听觉器官如心血管系统

也有一定的影响[ 1] , 已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对噪声作

业工人和正常人各 31 例的心电图 、 心率变异性 (HRV)指标

的分析 , 探讨职业噪声接触对工人心脏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汽车制造公司水泵工 、 空压运行工 、 冲压工 31 例

为观察对象 (观察组), 均为男性 , 年龄 27 ～ 41 岁 , 平均 (31

±8.7)岁。正常人 (对照组)31 例 , 男 27 例 、 女 4 例 , 年龄

20 ～ 39岁 , 平均 (29±9.3)岁。

1.2　方法

用德国Marquette产 0366 型心电图机 , 平静仰卧位 , 常规

12 导联检测。窦性心动过速>100 次/ min , 窦性心动过缓<60

次/ min , 窦性心律不齐为同一导联 R-R间距超过 0.12 s , ST段

改变为 ST 段下降≥0.05 ～ 0.1mV , ST 段抬高为肢体导联 ST

抬高≥0.1mV 、胸导联ST段抬高≥0.2mV , T波为在R波占优

势的导联中 T 波出现低平 、 双向或倒置。 采用美国 Brentwood

8800型 3 通道记录 24 h 动态心电图。记录信号回放经计算机

软件处理 , 人机对话方式剔除干扰及非窦性心搏。HRV 时域

指标由计算机测算并打印 , 正常 R-R间期标准差 (SDNN), 每

5 min 时段平均正常 R-R间期的标准差 (SDANN), 每 5 min 时

段平均正常 R-R间期差值的均数 (SDNN Index), 正常 R-R间期

差值的均方根 (RMSSD), 两个相邻 R-R间期差值>50ms 个数

所占的百分比 (PNN50)。

1.3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结果均以 x±s 表示 ,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窦性心动过速 、 ST—T改变及窦性心律不齐 , 与正

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心电图改变比较

分组　n
窦性心

动过速

窦性心

动过缓

窦性心

律不齐

左心室

高电压

ST—T

改变

束支

阻滞

观察组　31 7 3 6 4 6 2

对照组　31 0 0 1 2 0 0

χ2 值 7.891 1.069 4.026 0.738 6.642 2.067

P 值 <0.01 >0.05 <0.05 >0.05 <0.01 >0.05

　　观察组 HRV 指标测值除 SDNNIndex外 , 均比对照组小。

SDNN、 SDANN 及 RMSSD、 PNN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HRV指标测值比较

分组　　　　n SDNN/ms SDANN/ms SDNN Index/ms RMSSD/ms PNN50 (%)

观察组　　　31 123±21 110±24 60±17 30±9 12±7.5

对照组　　　31 133±23 123±25 57±15 34±10 15±9.8

t 值　 2.651 3.016 1.114 2.475 2.227

P值　 <0.01 <0.01 >0.05 <0.05 <0.05

3　讨论

噪声对心血管影响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增多 , 噪声对心电

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窦性心动过速 、 窦性心律不齐 、 ST—T改

变等 , 可能与噪声导致心肌缺血 、 缺氧 , 影响心肌的兴奋性

和传导性改变有关。

职业噪声与HRV之间的关系报道甚少。HRV 是检测心脏

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的无创性指标 , HRV时域指标 SDNN主要反

映交感及迷走神经张力大小 , 用来评价自主神经系统受损与

恢复的总体程度。 RMSSD、 PNN50主要反映 HRV的快变化 , 即

迷走神经的张力大小 。SDANN则主要反映心率变异性的慢变

化 , 即交感神经张力大小。而 SDNNIndex主要代表短时程交感或

迷走神经张力大小[ 1] 。本研究显示噪声组除了 SDNNIndex外 , 其

余指标均小于对照组 , HRV降低为自主神经张力改变的结果。

HRV降低与许多疾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 、 神经内分泌疾病的

病理机制相关 , 可用以研究有关疾病的发病机制 、 判断自主

神经功能 , 评估病情和预后以及指导治疗 、 监护等各个方

面[ 2] 。迄今为止 , 噪声引起心血管功能异常的机制尚不清楚 ,

一般认为噪声影响了人体的神经血管功能 , 刺激中枢神经系

统以及改变大脑皮质的兴奋抑制功能 , 引起外周血管收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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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造成心血管系统一系列改变[ 3] 。职业噪声接触与 HRV 异

常有一定关系 , 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失衡 , 迷走神经和交感神

经功能紊乱 , 引发心血管等其他疾病与长期接触噪声可能有

关。因此要重视噪声环境治理 , 降低噪声损害 , 加强个人防

护 , 定期健康体检 , 有效预防噪声引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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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职业性汞接触女工的月经及生殖结局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 , 调查发现职业性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 29.3%,

显著高于对照组 (10.6%), P<0.01;月经异常主要表现为痛

经 、 血量增多和月经周期延长 , 对女工生殖结局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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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汞接触对女工月经及妊娠的影响已进行了一些调

查研究 , 多数认为职业性汞接触可引起女工月经异常 , 但月

经异常的表现不一致 , 接触水平和反应关系尚未明确;职业

性汞接触对妊娠的影响结论不一。本文就职业性汞接触对女

工月经及生殖结局的影响做进一步阐述。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汞接触组选择某灯泡厂 、 某仪表厂接触汞的女工。对照

组选择 2 个事业单位的女工 。月经方面统计分析者年龄 18 ～

40 岁 , 现职工作前月经正常 , 非口服避孕药及无严重影响月

经疾病;妊娠情况统计分析者孕前参加现职工作 , 现职工作

前无习惯性流产史 , 孕期未患风疹和流感等传染性疾病 , 孕

期未用严重影响妊娠结局的药物及无严重影响生殖的疾病。

1.2　内容

劳动条件包括产品变换 、 工艺流程 、 接毒情况及车间空

气中汞浓度历年测定结果等。女工月经及妊娠情况采用统一

调查表 ,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 职业史 、 月经情况 、 妊娠情况

及避孕措施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劳动条件

接触组和对照组均属轻体力劳动者 , 以坐姿为主。对照

组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 接触组 2005 ～ 2006 年车间空气汞浓

度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接触组2005～ 2006年车间空气中汞浓度 mg/m3

工厂 样品数 (个) 平均浓度 (x±s)

灯泡厂 146 0.021 1±0.001 8

仪表厂 77 0.481 0±0.014 0

2.2　月经情况

2.2.1　月经异常表现　对符合条件的157名汞接触和189名对

照组女工的月经情况进行分析 , 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为

29.3%, 表现为月经周期延长或缩短或无规律性 、 经期延长或

缩短 、 血量增多或减少 、 痛经;与对照组 (10.6%)比较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其 RR<2.77 , 95%CI 1.76 ～

4.36。见表 2。

表 2　汞接触组与对照组女工月经异常表现比较

月经异常表现
接触组 (n=157)

例数 %

对照组 (n=189)

例数 %

月经周期缩短 12 7.6 10 5.3
月经周期延长 7 4.5＊ 1 0.5

月经周期紊乱 6 3.8 1 0.5

血量增多 20 12.7＊＊ 7 3.7
血量减少 7 4.5 2 1.1

经期延长 4 2.5 4 2.1
经期缩短 1 0.6 0 —

痛经 20 12.7＊＊ 4 2.1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 ＊＊P<0.01

2.2.2　月经异常与接触汞浓度关系　高浓度组 [ (0.481 0±

0.014 0)mg/m3] 女工月经异常率为 28.6%(22/ 77), 低浓度

组 [ (0.021 1±0.001 8)mg/m3] 女工月经异常率为 30.0%

(24/ 80), 均比对照组 (10.6%)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高 、 低浓度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3　月经异常与接触汞工龄关系　接汞工龄≤3年者月经

异常率为28.9% (22/27), >3 年者月经异常率 29.6% (24/

81), 二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4　月经异常与婚姻状况关系　已婚汞接触女工124人 、 对

照组 138 人 , 已婚汞接触女工月经异常率 31.5%, 高于对照组

(12.3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R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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