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低浓度 CO对女工妊娠合并症的影响

组别 调查人数 妊娠次数 妊娠恶阻 妊娠贫血 妊娠高血压 先兆流产

观察组 286 332 24(7.23) 27(8.13) 31(9.34) 40(12.05)

对照组 275 308 13(4.22) 21(6.82) 14(4.55) 17(5.52)

χ2值 2.65 0.40 5.61 8.39

P值 >0.05 >0.05 <0.05 <0.01

RR 1.71 1.19 2.05 2.18

95%CI 0.90～ 3.26 0.69～ 2.04 1.13～ 3.71 1.28 ～ 3.69

AR% 41.52 15.97 51.22 54.13

表 5　低浓度 CO对女工妊娠结局的影响

组别
妊娠

次数
足月产 过期产 早产

自然

流产

死胎

死产

低体

重儿

观察组 332 256(77.11)15(4.52)29(8.73)32(9.64) 7(2.11) 27(8.13)

对照组 308 272(88.31)9(2.92) 11(3.57)16(5.20) 3(0.97) 12(3.90)

χ2值 13.89 1.13 7.27 4.55 0.7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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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1.55 2.44 1.85 2.18 2.08

95%CI 0.69～ 3.48 1.28～ 4.67 1.05 ～ 3.26 0.35～ 13.53 1.10～ 3.95

AR% 35.48 59.02 45.95 54.13 51.92

3　讨论

低浓度 CO一般是指环境空气中 CO浓度低于国家最高容

许浓度。低浓度 CO对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目前认识尚不一

致 [ 1, 2] 。本次调查发现观察组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为 48.25%,

高于对照组 (35.27%),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

中观 察 组女 工 痛 经 发 生 率 为 27.97%, 高 于 对 照 组

(18.55%),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接触低浓度

CO可使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明显增高 , 并以痛经为著。这可

能是因为缺氧引起的性激素分泌紊乱而致月经失调 , 而子宫

肌组织缺氧缺血对自主疼痛神经纤维的刺激则可能是痛经发

生的主要原因 [ 3]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观察组和对照组女工月经异常发生率

均有增高的趋势 , 其中对照组上升趋势明显 , 年龄组之间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观察组这种趋势趋于平坦 , 起点明显

增高 , 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低浓度 CO对月

经功能的影响在早期即可以表现出来。同年龄组比较 , 观察

组 40岁以下年龄组月经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而 >40

岁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低浓度 CO对月经功

能的影响在年轻女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年轻女工正处于生

育的高峰期 , 重点加强该年龄段女工的保护措施 , 适当减少

接触时间 , 对减少月经异常发生率 , 提高生育质量具有重要

的意义。

HbCO不但使母体血氧浓度下降 , 还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

体内 , 导致胎儿低氧血症 , 阻滞胎儿发育 , 引起一系列相应

的临床症状。本次调查发现 , 观察组女工妊高症 、 先兆流产 、

早产 、 自然流产 、 低体重儿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 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 , CO除对人体有人所共知的不良影响外 , 对女

性的生殖健康亦可产生一定的损害 , 特别是处于生育年龄的

女工。故应加强女工的劳动保护 , 在妊娠期应尽量减少接触

CO的时间 , 切实保障女工及其子代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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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1526名机车乘务员进行纯音测听检查 , 并与

182名非噪声作业人员进行对照。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检出率

43.12%, 听力损伤检出率 2.36%, 听力损失检出率随着工龄

的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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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已经成为铁路机车乘务员常见的职业危害因素。 为

了解机车乘务员听力损伤状况 , 我们对济南铁路局青岛及淄

博地区的机车乘务员进行听力损伤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参与调查的铁路机车乘务员分别来自青岛 、 淄博两

个地区 , 共 1570人 , 剔除非噪声性听觉疾患 、 资料不完整及

已经调离机车乘务员岗位 1年以上者 44人 , 以 1526名男性机

车乘务员为噪声组 , 年龄 19 ～ 59岁 , 平均 (37.3±7.6)岁 ,

工龄 1 ～ 42年 , 平均 (18.7±7.8)年 , 对照组为本局非噪声

作业男性后勤人员 182名 , 年龄 19 ～ 57岁 , 平均 (38.3 ±

8.8)岁 , 工龄 1 ～ 40 年 , 平均 (19.2 ±10.1)年。 两组年

龄 、 工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460, 0.605, P>0.05)。

1.2　方法

采用丹麦 AD226型听力计 , 在本底噪声小于 3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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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 , 分别对左右耳 500 ～ 6 000 Hz的 6个频段进行纯音气

导听阈测定。调查对象需脱离噪声作业环境 12 h以上。对纯

音测听结果按 GBZ49— 2002 《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 》 进

行年龄修正及分级诊断。

1.3　统计方法

用 MicrosoftExcel2003建立数据库 , 采用 SPSS10.0统计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 χ2及 t检验分析。

2　结果

2.1　噪声组与对照组听力损失 (伤)情况比较

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检出率 43.12%, 以Ⅰ ～ Ⅲ级听力损

失为主 , 分别占听力损失总数的 55.02%、 35.26%、 8.36%;

而Ⅳ、 Ⅴ级听力损失仅占听力损失总数的 0.61%、 0.76%。

听力损伤检出率 2.36%, 以轻度损伤为主 , 占听力损伤总数

的 91.67%, 而中度听力损伤仅占 8.33%, 无重度听力损伤及

噪声聋。工龄 10 ～年 、 20 ～年的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人数分

别占听力损失总数的 41.49%、 42.86%, 而工龄 1 ～年 、 30 ～

年的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人数仅占听力损失总数的 6.84%、

8.81%;工龄 10 ～年 、 20 ～年的机车乘务员听力损伤人数分

别占听力损伤总数的 25.00%、 50.00%, 而工龄 1 ～年 、 30 ～

年的机车乘务员听力损伤人数仅占听力损伤总数的 8.33%、

16.67%。对照组听力损失检出率 24.18% (44/182), 其中Ⅰ

级听力损失占 70.46% (31/44), Ⅱ级听力损失占 27.27%

(12/44), Ⅲ级听力损失占 2.27% (1/44)。听力损伤检出率

1.10% (2/182), 均为轻度听力损伤。听力损失检出率噪声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24.10, P<

0.01);听力损伤检出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0.678,

P>0.05)。

2.2　听力损失 (伤)与工龄的关系

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检出率呈现随工龄的增加而逐渐上

升的趋势 , 以 20 ～年组听力损失检出率最高 , 各工龄组检出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35.56, P<0.01);听力损伤检出率

各工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6.85, P>0.05)。见表 1。

表 1　不同工龄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 、 损伤检出情况比较

工龄

(年)
受检人数

听力损失

Ⅰ Ⅱ Ⅲ Ⅳ Ⅴ 合计 检出率 (%)

听力损伤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检出率 (%)

1～ 180 30 12 2 1 0 45 25.00 3 0 0 3 1.67

10～ 642 168 84 19 0 2 273 42.52 9 0 0 9 1.40
20～ 563 136 111 30 2 3 282 50.09 15 3 0 18 2.66

30～ 141 28 25 4 1 0 58 41.13 6 6 0 6 4.26
合计 1526 362 232 55 4 5 658 43.12 33 3 0 36 2.16

3　讨论

职业性听力损伤是人们在工作过程中 , 由于长期接触噪

声而发生的一种进行性的感音性听觉损失。 高频听觉迟钝是

噪声性耳聋的早期征兆 , 因为基底膜传感低频的毛细胞比传

感高频的多 , 这可能是高频听力比低频听力损伤重的形态学

基础 [ 1] 。本次调查发现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检出率为

43.12%, 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听力损伤检出率仅为 2.36%,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机车乘务员听力损伤主要

表现为高频听力损伤 , 而且多为轻 、 中度听力损伤 , 无重度

听力损伤 , 符合职业性听力损伤特征。

听力损失发生率与工龄密切相关。 本次调查显示 , 随着

接噪工龄的增加 , 机车乘务员听力损失检出率明显增高 , 此

特征与国内其他的报道基本相同 [ 2, 3]。工龄在 10 ～年段检出率

激增 , 20 ～年段达到最高峰 , 30 ～ 年段听力损失检出率有下

降趋势。分析其原因 , (1)一般情况下接触噪声开始 10年听

力损伤进展快 , 以后逐渐缓慢 [ 4];(2)可能与噪声习服现象

有关 , 有动物实验表明 [ 5] , 噪声习服暴露可以对其后强噪声

损伤暴露引起的听力损失产生 13dB的保护作用;(3)随着接

噪工龄增加 , 工人的自我防护意识有所提高。所以 , 提高劳

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 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 , 及早采取有

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 改进工作环境等 , 可以有效减少噪声

危害 , 保护机车乘务员的健康 , 确保铁路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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