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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路外伤亡事件与驾驶适应性指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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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机动车驾驶适应性指标与铁路路外伤亡事件的关系 , 保证铁路运输安全。方法　在昆明铁路

局某机务段全体机车乘务员1 813人 (男性)中 , 以 2007年发生路外伤亡事件的 168名机车乘务员为研究组 , 其余为

对照组 , 对研究组及对照组进行速度估计 、 复杂反应误判断次数 、 夜视力 、 动视力 、 深视力 5项驾驶适应性指标测

试 , 分析这 5项指标与路外伤亡事件的关系。结果　路外伤亡事故机车乘务员动视力指标与未发生路外伤亡的乘务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动视力指标对筛选发生路外伤亡事件机车乘务员意义最大 , 复杂反应判断力的意义居第二。通过

动视力单个指标对路外伤亡事故乘务员的筛选效果不理想 , 通过动视力与复杂反应判断指标进行联合筛选路外伤亡事

件乘务员的敏感性较高 , 但是准确率较低。结论　动视力 、 复杂反应判断指标与路外伤亡事故发生之间存在相关关

系 , 可以通过定期检测这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路外伤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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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inaccidentandlocomendrivingadaptability
WANGLei, HUIZhao-bin

(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 KunmingRailwayAdministration, Kunming65001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inaccidentandlocomotivedrivingadaptabilityforensuringthe

safetyofrailwaytransportation.MethodsAmongthetotal1813 locomenofKunmingRailroadAdministrationBureau, the168

locomeninvolvedinthetrainaccidenthappenedin2007 wereselectedasstudygroup, andtheother1645 locomenwereasthe

controls.Fiveindexesaboutdrivingadaptability, includingspeedassessment, frequencyofmisjudgmenttocomplexreaction,

nightvision, dynamicvisionanddepthvisionwereexamined, 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inaccidentandthedrivingadapt-

abilitywaswellclarifiedbyanalyzingthesefiveindexes.Results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wasobviousdifferenceindynamic

visionbetweenaccidentgroupandthecontrols, whichwasthemostimportantindexandthesecondwasthejudgementabilityto

complexreaction.Thescreeningsensitivityofdynamicvisionwasnotsogoodwhenitbeseparatelyused, whilewhichhadhigh-

ersensitivityforscreeningthepossibleaccidentlocomen, buttheaccuracywasnotsohigh.ConclusionsTheresultsshowed

thatthedynamicvisionandcomplexreactionjudgementwererelatedtotrainaccident, therefore, itmaybenefitthepreventionof

trainaccidentbydetectingdynamicvisionandcomplexreactionjudgementofthelocomentermly.

Keywords:Drivingadaptability;Locoman;Trainaccident

　　驾驶适应性属职业适应性的一种 , 指安全有效地

从事驾驶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的生理 、 心理素质特

性 , 事故倾向性理论认为事故分布接近于非均匀分

布 , 即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发生事故 , 通过检

测可以辨识驾驶员群体中个体的驾驶适应性优劣程

度
[ 1 ～ 3]

。随着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条例》 的实施 , 控制路外伤亡事件在铁路运输安全

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 本研究主要针对昆明铁路局山区

铁路的特点 , 对 2007年昆明铁路局某机务段发生路

外伤亡的机车乘务员的驾驶适应性指标进行分析 , 探

讨发生路外伤亡机车乘务员与驾驶适应性方面的关

系 , 为减少事故发生提供科学的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选取昆明铁路局某机务段全体机车乘务员

(火车司机)共计 1 813人 , 全部为男性 (机车乘务

员由于工作原因 , 没有女性), 年龄最小的 20岁 ,

年龄最大的 59岁 。 20岁 ～ 479人 , 30岁 ～ 949人 ,

40岁 ～ 270人 , 50 ～ 59岁 115人。以 2007年发生路

外伤亡事件的 168名机车乘务员做为研究组 , 未发生

路外伤亡事件的 1 645名机车乘务员作为对照组 , 研

究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构成上没有差异 。

1.1.1　纳入标准　所有 2007年 5月 25日在岗在职

的机车乘务员 (包括实习乘务员)。统计该段 2006

年 11月至 2007年 10月的路外伤亡事件 , 发生路外

伤亡事件时 , 正副司机均列为路外伤亡事件机车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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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

1.1.2　排除标准　所有 2007年 5月 25日不在岗

(下岗 、 待岗 、退休 、外出学习 、 病假或不能从事机

车驾驶的)、 不在职 (职名为机车乘务员 , 但是未从

事机车驾驶工作)的乘务员不在本研究范围。

1.2　方法

1.2.1　研究指标　根据 TB/T3091— 2004 《铁路机

车乘务员职业健康检查规范 》, 对研究组及对照组进

行速度估计 、复杂反应误判断次数 、 夜视力 、 动视

力 、深视力指标 (以下简称 5项指标)测试 , 以 TB/

T3091— 2004规定的指标值判定达标与超标 。

1.2.2　测试仪器 　购买完全符合 GB18463— 2001

《机动车驾驶员身体条件及其测评要求 》 的全国机动

车驾驶员驾驶适应性检测使用的标准设备 。该套设备

由上海三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 包括 LJ9306型夜视

力测试仪 , LJ9307型动视力测试仪 , LJ9204B型深视

力测试仪 , 2台 LJ9305B型心理综合测试仪 , 其中 1

台进行速度估计测试 , 另 1台进行复杂反应判断测

试 。 5台设备均由上海厂家技术人员到昆明进行校准

及调试 , 保证该套仪器在本次研究中自始至终保持良

好状态 , 不出现任何故障 。

1.2.3　测试质量控制　从测试人员培训考核 、 测试

过程质量控制 、 测试后签字认可等前 、中 、后 3个主

要环节进行质量控制把关 。本次研究中 , 符合纳入标

准的研究组及对照组中有超过 1%的未进行指标测

试 , 中止本次研究指标测试后空项 、 漏项 、数据明显

偏差之和超过总结果的 1%, 且无法补救中止本次研

究 , 在本次研究中未出现以上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建立统计数据库 , 设置检查条件 , 检查明显不符

合条件的数据 , 对挑选出来的异常数据 , 分析原因并

进行了复测 , 以达到减少误差的目的 。在研究组和对

照组中 , 按照 《铁路机车乘务员职业健康检查规范 》

筛选 5个变量单项不合格的机车乘务员 , 按照单个项

目 、多个项目对路外伤亡事故乘务员 、非路外伤亡事

故乘务员进行卡方检验 , 并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 ,

得出 5项指标与路外伤亡事故乘务员的关系
[ 4]
。

2　结果

2.1　各单项指标与路外伤亡事件的关系

从表 1可见 , 通过各单项指标卡方检验 , 发生路

外伤亡的机车乘务员仅动视力与未发生路外伤亡的乘

务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而速度估计 、 夜视力 、 深

视力 、 复杂反应 4项指标两组乘务员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表 1　发生路外伤亡乘务员与无外伤乘务员 5项指标比较

速度估计 动视力 夜视力 深视力 复杂反应

χ2 值 2.86 22.79 0.13 0.20 3.60

P值 0.09 <0.001 0.71 0.64 0.06

2.2　以动视力单个指标筛选事故倾向性乘务员

按照以上统计结果 , 仅通过动视力筛选的事故倾

向性乘务员与实际外伤事故乘务员之间的拟和程度不

理想 (χ
2
=95.60, P<0.0001), 动视力不达标发生

路外伤亡事件的乘务员有 105人 , 动视力不达标而未

发生路外伤亡事件的乘务员有 433人;动视力达标发

生路外伤亡事件的乘务员有 63人 , 动视力达标未发

生路外伤亡事件的乘务员有 1 212人;即仅通过动视

力指标筛选路外伤亡事件不理想 , 敏感性为 62.5%,

特异性为 19.51%。

2.3　路外伤亡事故乘务员与 5项指标的 Logistic回

归分析

从表 2可以得出 Logistic回归方程为:P=Exp

(2.38-0.015x1 -0.49x2 -0.49x3 -0.07x4 -1.38x5)/

[ 1+Exp(2.38-0.015x1 -0.49x2 -0.49x3 -0.07x4 -

1.38x5)] ,经检验 , χ
2
值为 20.69, P<0.0001,回归方

程有统计学意义 。 5项指标对筛选路外伤亡事故的意

义从大到小依次为动视力 x2、复杂反应 x5 、夜视力 x3 、

深视力 x4、速度估计 x1。
表 2　5项指标 Logistic回归分析

指标 估计值 标准误 χ2 值 P值

斜率 2.38 0.10 552.00 <0.0001
速度估计 x

1 -0.015 0.32 0.0022 0.96
动视力 x2 -0.49 0.17 8.50 0.0035
夜视力 x3 -0.49 0.30 2.69 0.10
深视力 x4 -0.075 0.26 0.079 0.77
复杂反应 x5 -1.38 0.50 7.69 0.0055

2.4　动视力与其他指标联合筛选(表 3)
表 3　5项指标联合筛选发生外伤乘务员与无外伤乘务员情况

动视力与

复杂反应

动视力与

夜视力

动视力与

深视力

动视力或

复杂反应

动视力或

夜视力

动视力或

深视力

χ2值 221.49 14.61 15.99 75.13 1.10 4.29

P值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29 0.03

选出的
乘务员数

148 280 200 901 794 648

发生外伤
的乘务员数

21 43 34 137 80 80

敏感性 12.50 25.59 20.23 81.54 47.61 47.61

特异性 14.19 15.35 17.00 15.20 10.08 10.98

　　通过卡方检验 ,动视力与其他指标联合筛选时 ,只

有动视力或夜视力联合指标进行筛选时 ,筛选的事故倾

向性乘务员与实际外伤事故乘务员之间的拟和程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动视力与其他指标联合筛选时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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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高为动视力或复杂反应联合指标 ,为 81.54%,最低

为动视力与复杂反应联合指标 ,只有 12.50%;特异性最

高为动视力与深视力联合指标 ,为 17.00%,最低为动视

力或夜视力联合指标 ,只有 10.08%。

3　讨论

路外伤亡事故是运行中的铁路机车车辆对铁路线

路上的非铁路工作人员造成的机械损伤 , 常常造成受

害人生命损失 , 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 , 扰乱铁路运

输生产秩序 。因此控制路外伤亡事件在铁路运输安全

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控制路外伤亡事故主要通过

封闭线路 、 设置立交 、加大路内外物防技防的投入力

度达到技术保安全 , 加强护路联防管理责任达到教育

保安全 , 加强乘务员安全教育达到素质保安全
[ 5 ～ 7]

。

而对机车乘务员 , 特别是对发生路外伤亡机车乘务员

的驾驶适应性的研究很少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 在交

通事故中 , 处于人—车—路这一闭环系统中的人占主

导因素
[ 8]
, 而事故倾向性理论也证实事故倾向人群

比非事故倾向人群更容易发生事故
[ 9]
, 即使在国外

对驾驶设备安全性日趋重视的今天 , 对人与车辆适应

性的问题仍然在进行深入研究
[ 10, 11]

, 因此研究路外

伤亡事故发生乘务员的驾驶适应性显得格外重要。

通过对昆明铁路局某机务段 2006年 11月至 2007

年 10月一年的路外伤亡事件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路外

伤亡事故机车乘务员动视力与未发生路外伤亡的乘务

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动视力指标在路外伤亡事故

发生过程中是有意义的 ,这与动视力的定义是吻合

的
[ 12]
,与在机动车安全驾驶员中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

的
[ 13]
。其余 4项指标的单项分析显示在路外伤亡机

车乘务员的筛选中均无意义 。从分析可见 ,如果通过

以动视力单个指标进行事故倾向性乘务员的筛选 ,并

与路外伤亡乘务员进行比较 ,有 62.5%的发生路外伤

亡事件的乘务员存在动视力不合格情况 ,因此可以通

过动视力指标对路外伤亡进行筛选。但是在未发生路

外伤亡的乘务员中 , 动视力不合格的比例也有

26.32%,因此仅通过动视力单项指标进行路外伤亡事

件的预测错分率较高 ,这与路外伤亡事件发生原因多

样化是吻合的 ,即不可能通过一个动视力指标筛选出

路外伤亡事故乘务员 ,完全避免路外伤亡事件的发生。

通过 5项指标与路外伤亡事故机车乘务员 Logis-

tic回归分析 , 动视力对筛选发生路外伤亡事件机车

乘务员意义最大 , 复杂反应判断的意义居第二 , 而夜

视力 、 深视力 、 速度估计的意义较小 。动视力在筛选

发生路外伤亡事件机车乘务员时有意义。夜视力 、 深

视力 、 速度估计这 3项指标的单项分析与 5项指标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 这 3项指标对筛选发生

路外伤亡事件机车乘务员没有意义。而复杂反应判断

指标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筛选发生路外伤亡

事件机车乘务员有意义 , 与单项分析结果不一致。

从分析可以看出 , 按照动视力与夜视力 、 复杂反

应 、深视力 3项指标之一同时超过标准进行联合筛选

路外伤亡事件机车乘务员不理想。与复杂反应同时进

行筛选的比例为 12.5%、 与夜视力同时进行筛选的

比例为 25.6%、 与深视力同时进行筛选的比例为

20.2%, 筛选比例偏低 , 不理想。从分析还可以看

出 , 按照动视力或其他 3项指标中任一一项指标超过

标准进行筛选路外伤亡事件乘务员的比例较高 , 但是

错分率仍然较高 。与复杂反应进行筛选的符合比例为

81.54%, 敏感性较高 , 但是错分比例较高 , 达到

46.44%;与夜视力进行筛选的比例为 47.61%, 敏

感性一般 , 错分比例较高 , 达到 43.40%;与深视力

进行筛选的比例为 47.61%, 敏感性一般 , 错分比例

较高 , 达到 39.39%, 均不理想 。从敏感性及错误率

分析得知 , 可以用动视力或复杂反应指标中一项指标

超标作为预警线 , 达到早期发现路外伤亡事故倾向性

乘务员的目的。

从本研究可以得出 , 如果能定期对机车乘务员进

行动视力 、复杂反应判断指标测定 , 特别是对动视力

超标并发生过路外伤亡事故的乘务员进行重点关注 ,

督促动视力不良的机车乘务员佩戴眼镜进行视力矫正 ,

对无法矫正的乘务员调换工种 ,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铁路路外伤亡事故的发生频率 , 保障运输的安全。
(参加本项目调查和资料收集的有昆明铁路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职业卫生科的张亚凡 、 高成兵科长和魏年芬 、 荣欣 、 丁

伟取 、 陈发强 、 沈娟 、 张定成 、 杨艳华 , 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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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例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甲状腺功能分析

Analysisonthyroidfunctioncausedbyacutearsinepoisoning

梁梅 , 朱林平
LIANGMei, ZHULin-ping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选择 78例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为观察组 , 80例不

接触毒物的健康人为对照组 ,用磁分离均相酶联免疫法测定血

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3)、总甲状腺素(TT4)、游离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TSH)水

平。观察组 TT
3
、 FT

4
降低 , TSH升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急性砷化氢中毒可抑制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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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04 ～ 2008年收治了多例急性砷化氢中毒 , 对其中

部分患者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 , 以了解砷化氢对甲状腺功能

的影响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观察组 78例 , 男 63例 、 女 25例 , 年龄 20 ～ 46岁 , 平均

33岁 , 均为我院近年来住院确诊为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从

事开采 、 冶炼 、 检修和烧炉作业 , 有明确的毒物接触史 , 既

往体健 , 无甲状腺病病史。对照组 80例 , 男 58例 、 女 22例 ,

年龄 22 ～ 50岁 , 平均 36岁 , 均为正常健康人群。

1.2　检查方法

两组均抽取静脉血 , 用磁分离均相酶联免疫定量法测定

血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T3), 甲状腺素 (TT4)、 游离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 游离甲状腺素原氨酸 (FT4)及促甲

状腺激素 (TSH)水平。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0.0软件 , 对两组上述指标进行检验。

2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 观察组血清 TT3、 FT4降低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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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梁梅 (1976—), 女 , 主治医师 , 主要从事职业病临

床工作。

(P<0.05), TT
4
、 FT

3
下降虽无统计学意义 , 但也呈降低趋

势 , TSH较对照组升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两组血清 TT3、 TT4 、 FT3、 FT4 、 TSH水平

组别 例数
TT3

(nmol/L)

TT4
(nmol/L)

FT3
(pmol/L)

FT4
(pmol/L)

TSH

(×10-3U/L)

观察组 78 1.90±0.56＊ 102.02±25.62 3.89±1.00 13.40±3.77＊ 3.06±4.67＊

对照组 80 2.01±0.75　 103.30±32.00 4.26±1.20 14.96 ±4.94　 1.60±1.53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3　讨论

砷化氢气体经呼吸道吸入人体后 , 95% ～ 99%迅速吸收

入血 , 并与 RBC中 Hb结合形成砷-血红蛋白复合物及砷的氧

化物 , 抑制 RBC内谷胱甘肽 (GSH)合成 , 降低 GSH对 RBC

的保护作用 , 使 RBC膜脆性增加进而破裂 , 引起急性血管内

溶血 [ 1 , 2] , 释放出大量的 Hb和 RBC碎片。溶血发生后使甲状

腺血流量减少 , 同时 , 血红蛋白 、 含铁血黄素等红细胞破坏

分解产物沉积于甲状腺内 , 影响甲状腺细胞的能量代谢 , 抑

制甲状腺 Na+-K+-ATP酶 、 脱单碘酶和过氧化物酶活力 , 导

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减少 , 血中 T3、 T4明显降低。镜下可见甲

状腺滤泡上皮增生 , 滤泡扩大 , 腔内胶质增多 , 提示滤泡上

皮处于低功能状态。

本次观察结果显示 , 砷化氢中毒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较

对照组降低 , TSH水平升高 , 其中 3例 TSH水平明显升高 ,

TT3、 TT4 、 FT3、 FT4水平降低 , 说明急性砷化氢中毒可抑制

甲状腺功能。临床医生应注意急性砷化氢中毒患者甲状腺功

能改变 , 以便及时发现 , 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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