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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调查报告
。

荧光屏前工作人员职业卫生调查

北京铁路局 中心卫生防疫站 李 理

荧光屏前工作时环境条件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是

否有影响
,

目前国内外说法不一
。

为了摸清荧光屏前

工作人员职业卫生情况
,

我们对某车站监控室进行了

调查分析
。

一 般 情 况

某车站监控室 24 平方米
,

室中央放一 台 3 米长
、

1
.

5米宽的监控台
。

台上放 7 台 9英寸黑白电视机和 1

台录像机
。

监控台后边中央处放一 台12 英寸的总监视

机
,

高为 2 米
。

工作人员坐在距荧光屏 30 一 40 厘米处

水平方向进行观察
,

不断调节 7 个屏幕的方向追踪影

物
,

并经常观察总监视机的影象变化
。

监控室连续工

作
,

每班两名工作人员
,

两班倒
。

闭路 电视监控系统

是 日本松下公司产品
,

结构组成有
:

外射像机多台
、

摄

视频分配器
、

中央微处理机
、

监视器 (电视终端机 )

等
,

电压范围为 9 一13 千伏
。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

监控室环境条件的卫生学调查

1
.

气象条件测定
:
应用校正后的气象仪器分别

在 5 月和 8 月份进行室内微小气候测定
,

结果见表 1
。

按办公室内气象标准
,

夏季最适合的温度为21 ~

表 1 监控室微小气候测定结果

月 份 地 点 次 数 温度 (
。
C ) 相对湿度 ( % ) 风速 (米 / 秒 )

5 月份

8 月份

室 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2 0
.

5~ 2 9
.

5

1 8
.

5~ 3 2

2 9~ 3 2

3 1~ 3 4

3 6~ 5 5

4 2~ 6 0

3 8~ 4 8

5 5ew 6 0

0
.

勺 5~ 0
.

0 8

0
.

5~ 2
.

0

0
.

0 5or 0
.

0 8

0
.

5~ 1
.

5

3。呢
,

相对湿度为 30 一 60 %
,

风速为。 .

5米 /秒
,

该室

内温度高而干燥无风
。

2
.

监控室空气的清洁度
:
应用S P 一 230 测定仪

,

测

定空气中 C O Z 含量
,

应用气相色谱测定空气中C O含

量
,

应用琼脂平皿菌落计数测量空气清洁度
,

见表 2
。

按照我 国居室内空气中 C O : 含量 要 求
,

应 在

表 2 监控室空气清洁度测定

样品数 C O Z范围 (% ) C O范围 (m g / m 3 ) 细菌落平均数 (个 /讯 3 )

工 作带

室中央

10

工0

0
.

0 9~ 0
.

1 5

0
_

0 6~ 0
_

1 5

6 0 ~ 5
.

4 0

ZQvr 4
_

30

9 3 5 0

9 2 7 6

o
。

07 % 以下
,

不超过。
.

1%
,

而该室刀O : 含量在 。
.

06 细菌菌落数
,

按我国图书馆内要求标准
,

夏季为 2 5。。

一 0
.

1 5 %
,

超过最高要求
。

C O
I

含量标准参照 日本标 个 /立方米
,

该室严重污染
。

准要求为 12 .5 %毫克 /立方米
,

符合要求
。

室 内空气中 3
.

监控室照明测量
:

见表 3
。

表 乙 监控室不同时间照明测量结果 (切劝

地 点 3 点 30 分 10 时 30 分 1 1时 30 分 14 时3。分 16 时 30 分 19 时30 分

工作带

室中央

6 4 ~ 7 0 6 6~ 70 6 8~ 7 1 e s~ 70 6 8~ 7 0 6 3~ 7 1

2 4一 3 8 3 0~ 4 8 3 0~ 50 4 0~ 6 2 43 ~ 5 3 理O~ 4 8

监控室内安装一支 15 瓦壁灯及两支 40 瓦 日光灯
,

工作时只用壁灯
,

室内比较暗
。

应用 S T 一 8 5 型照度计

在工作带和室中央进行照度侧量
,

其结果都在 70 1心X

以下
。

按要求照明应为 70 一10 OL u 大
。

不符合照明要

求
,

对视力有一定影
一

响
。

4
.

荧光屏前射线测量
:
应用 X S一 3 型X 射线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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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仪和热释光监测器
,

在工作人员距荧光屏 30 一 40 厘

米处测量
,

共测 9个点
。

在 1
、

5
、

8 号台及两个工 作

椅背上安放热释光监测器记录三个月的 X 射线量
,

结

果见卸
。

表 4 各荧光屏前 X射线测量结果 (料C /吨 /小时 )

测点距离 l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6 号 7 号 a 号 总监视台

3 0 Cn 飞

遵OC】且

0
.

0工5

0 0 1 6

0
,

0 21

0
,

0 2 1

0 2 1 0
.

0公1 0
。

0 46 0
.

0 3 6 0
.

0 4 1 0
.

D 52 0
、

1 0

0
.

0 2 1 0
.

0 2 1 0
.

0 1 8 0
.

0 21 0
.

口2 1 0
.

0凌里 0
.

口5 2

结果最低量为
`

0
.

0 1 5召C / kg /小时
,

最高量为 c
.

10

“ C /吨 /,J
、
时

。

参照美国职业接触标准
, ·

X 射线照射

量应为。 .

6药拼C /k g /小时
,

本次测量均在标准之 内
。

热释光监测器三个月积累X 射线量
,

在 2
.

58 召C /k g 之

内
,

基本符合要求
。

二
、

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调查

监控室共有10 名工作人员
,

皆为男性
,

年龄 24 一

34 岁
,

平均年龄 2 7
.

5岁 ; 工龄 1 ~ 4 年
,

平 均 工 龄

2
.

5年
。

对照组为不接触射线的办公室工作人员 10 名
,

男性
,

年龄2 5~ 3 6岁
,

平均年龄 3 0
.

5岁 ; 土龄 3 ~ 9

年
,

平均工龄为 .5 2年
。

着重进行眼科检查
,

并做胸

透及化验等检查
,

自觉症状比较见表 5
。

表 5 观察组与对照组自觉症状比较

组 别 头痛 头晕 失 眠 记忆减退 易 激动 心 悸 脱发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腰背酸 痛 关节疼痛

n.妇卜

2
ǎ
1,M,观察组

对照组

R R

尤 2

7 6 7 6 5 4

3 4 合 2 1 1

2
.

3 1
.

5 2
.

3 3 0 5
.

0 4
.

3
.

2 0
.

8 3
.

2 3
.

3 3
.

8 6 * 2
.

6
.

0

5
.

5*

* P < 0
.

0 5

自觉症状中易激动
,

食欲不振
,

消化不良和腰背

酸痛高于对照组
,

表 6

P < 0
.

仑5
,

有显著差异
。

这些异常

症状与工作时间长
,

活动少
,

精神紧张和强迫体位有

关
。

对眼科检查发现有异常改变
,

结果见表 6
。

观察组与对照组 眼科检查结果

视 力
眼疲劳感 眼易流泪 视力模糊 有 时眩晕 结膜 充血

视 力

< 1 0 1
.

0 1
.

2组 别 < 1` 。 1
.

0 1
.

2

观察组 8 4 6

对照组 皇 1
一 1

R R 8 4 6

义公 9
`

8* 2 4 5
.

5 率

* P < O
,

0 5

荧光屏前工作人员眼疲劳感
,

有时视力模糊
、

眩

晕等症状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有显著差异
。

有两名

工作人员视力小于 1
. 。 ,

工 龄都是 4 年
,

工作前视力

皆为.1 2
。

对照组视力都为1
.

2
。

讨 论

1
.

监控室荧光屏前工作人员的主要职业危害
,

是长时间的视觉器官紧张和固定体位引起的症状和体

征
。

如眼部异常症状占的%以上
,

并有两名工作人员

视力下降至二1
.

0 以下
,

腰背酸痛者占6 0%
。

本次调查

结果与国外一些报道相似
,

见表 7
。

本次调查人数虽少
,

但接触 时间较长
,

由于长时

间的视力紧张和疲劳而引起异常症状出现
,

还由于端

3
.

8 6

坐强制体位的静力作业
,

出现腰背酸痛
。

2
.

监控室不良的环境条件对工作人员健康综合

影响
。

监控室窄小而干热
,

通风不良
,

C O Z蓄积使室

内空气污浊
,

所以对工作人员身心也造成不 良反应
,

尤其是室内照明不够
,

更增加了眼睛的危害
。

因此积

极改善劳动条件
,

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是减少荧光屏

前工作人员职业危害的重要环节
。

3
.

关于 电磁辐射危害间题
,

荧光屏的显像是靠

高电压的阴极射线管放出阴极射线
,

打在内侧涂有磷

光体的荧光屏上而实现的
。

所以能产生X 射线
、

下射

线
、

紫外线和红外线高频电磁波等
。

本次调查只测量

X射线
,

其结果都在参考标准以内
。

但是我们决不能



3 6

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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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与国外资料比较

调查单位 观察人数 工龄 (年 )每天接触时间 (小时 )视力下降 (% )腰背酸痛 (% )

美国加州克利大学

瑞典K a v代
岛井哲志等

本次调查 :二
5

Q 6% 高于对照组

6 0%高于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8 0%高于对 照组

高子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 .

.。 42

5s l翔川1 0

电 一班两人
,

两班倒
,

接触 1 2小时
。

因此忽视荧光屏前电磁辐射的危害存在
,

作人员心理因素的影响更应该重视
。

建 议 1
.

室内安装空调装置
。

.2

尤其是对工 布局
,

时间
,

根据需要增加照度和防止暗光
。

3
.

缩短值班

两班倒改为三班倒
。

4
.

增加工 间休息
。

合理的照明

矿山柴油车驾驶员职业多发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十堰市卫生防疫站

同济医大劳卫教研室

为试图探索矿 山柴油车驾驶员职业多发病及其病

因
,

为研究制定其卫生防护措施提供资料
,

我们对黄石

铜录 山矿汽车驾驶员作了前瞻性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系该矿 x 9 7 o年 1 月 1 日至 19 8 4年 1 2月 3 0

日15 年间在编的汽车驾驶员
,

包括退休
、

死亡人员在

内
。

对照组为该矿同期电钳维修工
。

调查内容
:

重 点查询 15 年来个人疾病史
,

记录发

病年度
、

诊断依据
、

转归等
。

调查方法
:

参加调查人员先经过专业培训
,

统一

调查方法和要求
。

调查时按调查表逐项询间填表
,

对

退休者予以追访
,

死亡者由亲属及同事提供情况
。

疾

病调查将诊断分为四级
,

I 级
:

经医院临床直观检查

结果 (如尸检
、

病检
、

X线检查等 ) ;
I级

:

为特异

性医疗检查结果 (如临床检验
、

心电图
、

B 超
、

同位

素等 ) ;
l 级

:

医生根据临床症状诊断 ; W级
:
为主观

症状
。

本次调查诊断水平为 I 级 4
.

1 %
,

I 级 52 %
,

贾级切
.

2 %
,

W级 3
.

7%
。

结果与讨论

一
、

一般情况
:

铜录山矿为有色金属矿
。

矿山的

主要运输工具为柴油汽车 (矿车)
。

驾驶员 担 负 矿

石
、

废石
、

废土
、

废渣等运输任务
。

运输过程中路况

差
,

运输量大
,

工作紧张
,

同时还受到粉尘
、

噪声
、

振动等的影响
。

全矿总人数为 4 1 2 1人
,

驾驶员 41 3人
,

电钳维修工 1 1 5 1人 ; 人年数
:

全矿 4 7001 人年
,

驾驶

员 35 8 6人年
,

电钳维修工 9 3 3 5人年
。

立
、

疾病发生情况
:

驾驶员 巧年共发生疾病 5 3 6

人次
,

总发病率为 1 4
.

9%
。

其中消化系统病占3 4
.

3% ;

曹树林

居首位 ; 关节炎占 3 1
.

9%
,

居第二位 ; 其他依次为外

伤
、

呼吸系统病
、

心血管病
、

沁尿系统病
、

癌症等
。

消化系统发病率为 5 1
.

3 1编
,

其中胃
、

十二指肠

溃疡发病率为 1 8
.

4。从
,

居首位
; 其次为胃肠炎

。

关

节炎疾患中
,

膝
、

腰关节炎居一
、

二位
,

发病率分别

为26
.

77 编
。
1 3

.

3 9编
。

各部位外伤发病率依次为脊柱
、

头
、

手
。

呼吸系统发病率依次为慢性支气管炎
、

结核
、

可疑矽肺
。

心血管系统发病率依次为高 血 压
、

冠 心

病
。

泌尿系统发病率依次为慢性肾炎
、

慢性泌尿道感

染
。

癌症发病率依次为食道癌
、

肝癌
、

白血病
。

消化

系统
、

关节炎总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均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 (P < 0
. 。。5)

。

详见表 1
。

统计结果表明
,

驾驶员前六位疾病依次为膝关节

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

胃肠炎
、

肝炎
、

腰关节炎
、

慢性支气管炎 (见表 2 )
。

与对照组比较
,

除肝炎
、

慢性

支气管炎外
,

其余均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P < 。 . 。。 5)
。

高血压
、

冠心病
、

消化道癌发病率虽高于对照组
,

但

无显著性意义 ( P > 。 .

05 )
,

见表 1
。

三
、

疾病分析
:

综观驾驶员15 年来疾病 发 生 情

况
,

胃肠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

膝腰关节炎等发病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由此说明
,

这几种疾病与驾驶员

的职业有密切关系
。

胃肠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多

发
,

除与部分驾驶员长途运输
、

生活无规律性
、

饮食

卫生条件差有关外
,

驾驶员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以

及颠簸
、

振动等对于消化液的分泌及胃肠运动也可能

有一定影响
。

膝
、

腰关节炎多发
,
则可能与腰膝长期

处于相对固定体位而易受累
,

以及气象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