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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健康成人和二硫化碳作业工人的P
. 。 。

测定

忘哲伟
’

陶庭芬
`

P , 。 。 (认识电位
,

识别电位
,

仪召过 t i v e p ot e n ~

it ia
,

P 3 ) 是 一 种脑诱发电位
,

为事件相关电位

( E R P )的正相晚成份
,

在听觉
、

视觉或躯体感觉刺激

出现后 3。。
ms 左右

,

用头皮电极可记录到一 个主峰向

下的波
。

P ,可反映大脑整合过程的功能状态
,

与复杂

的心理因素有关
,

为测定认识能力的一种新的无创伤

性的枯助检查方法
,

但无局部定位意义
。

精神科临床

应用较多
,

国外还用于研究溶剂和潜水深度等对大脑

功能的影响
。

国内尚未见应肘于研究职业性神经毒物

对脑功能影响的报道
。

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 P , 测定方法
。

现应用本

实验衰条件测定健康人的 P : ,

并分析其与生理
、

生活

等因素的关系
,

同时建立正常参考值
。

并测定二硫化

碳 ( C S ,) 作业工人的 P , ,

以初步观察其应用价值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象

选择上海地 区不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健康成人“

名
,

年龄20 ~ 59 岁
。

每 10 岁一个年龄段
,

每个年龄段

中男
、

女各 8 名
。

从事 C S : 作业 (化纤制造 ) 工人

40 名
。

其中男性 28 名
,

女性 12 名
,

平均年龄3`
。

69

( 2 2~ 4 8 )岁
。

专业工龄平均 1 2
.

4 3 ( 1
.

5~ 2 4 )年
。

198 1

~ 198 9年有定期测定资料的车间空气中 C S : 浓度平

均为 6
.

3 4 ( 0
.

64~ 6 1
.

4 8 )兀嗯 /m , ,

偶达 10或
.

魂4m g /m ,

(我国最高容许浓度为 1 0止 gL /m , )
。

尚有不同程度的

噪声
。

受检者以往均无神经系统疾患史
,

无全身麻醉
、

簇麻和嗜酒史
,

羌精神病家族史
。

双耳听力正常
。

二
、

方法

受检者坐于安静
、

避光的屏蔽室内
,

使之放松
,

静眼
。

应用丹麦产 E v o n o a t le 4。。。型诱发电位 仪
。

用

13 L 71 型盘状电极
,

涂以导电膏
。

按国际 1。一 20 系统法

按置头皮电极
,

记录电极置于 C z ,

参考电极置于双

侧乳突
,

接地电极置 于 F zP
。

各导联电阻在 s k 口 以

下
。

刺激器为 16 E 3 0 0 2型头戴耳机
。

以突发声 ( b U沈s t )

双耳刺徽
,

突发长度【50 snI
,

上升下降时间 1 011 踢
,

极

性冷胀
,

刺激强度为30 d B S L (主观听间加 30 dB 户卜
.

S P L )
。

20 % 的 Zk H z 突发声为靶声音
,

随机出现于

丁慧兰
`

张阿根
1

80 %的 I k l介突发声中
,

请受检者计数犯声音
。

记录

健波频率 0
.

5~ 50 112 ,

分析时间 1S
,

平均 20 次
,

放

大器灵敏度 10“ V
.

在每次检查中
,

重复记录 2 ~ 3 次
,

应用仪器的

存贮功能盆复记图以确 定 2 次 波 型
。

P . 的潜伏时

(nIS ) 为峰潜时
,

波幅 ( “ V ) 从基线至波峰
。

用游标

侧量
,

测定值在屏幕上 自动显示
。

{

每一受检者的 P , 潜伏时和波招均取每次检查中

的二次记录的均值
,

和二次记录值差数的绝对值
。

健康人 P , 的数据处理是应用 S P S S /P C + ( 1 98 5)

软件在 正M (兼容 ) 微机上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显示 自变 t 与因变盘的关系
。

所取的自 变 盆 为
:

( 1 ) 性别分男
、

女 ; ( 2 ) 年龄以岁计 , ( 3 ) 工

作班次分退休
、

常 日班
、

间断 24 小时值班
、

早中班和

三班制
; ( 理 ) 文化程度分 文盲

、

小学
、

中学和中

专
、

大专以上 , ( 5 ) 吸烟史分不吸烟
、

吸烟支数 x

年 , ( 6 ) 生活性燃料煤气或煤球分无
、

偶
、

经常接

触
。

应变量分别为潜伏时
、

波幅
、

二次记录潜伏时差

和波幅差的绝对值
。

对 C S : 作业工人还作一般内科
、

视力
、

视野
、

角

膜知觉
、

四胶痛觉
、

眼底镜
、

心 电图等检查
。

各工人

的 P , 与正常参考值比较 , 群体的 P : 与健康人群体作

比较
。

给 . 与讨论

一
、

64 名健康成人 P , 的影响因素和正常参考值

健康人 P 3的潜伏时及波幅测定结果见表 1
。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上述 6 个 自变盆与 4 个因变

量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

结果仅年龄与潜伏时呈显

著性相关
,

进入回归方程
。

其他 5个自变量与潜伏时均

无显著性相关
,

6 个自变 t 与另外 3 个因变量间也均

无显著性相关
,

故以均值士 2
.

5标准差为正常参考值

上
、

下限
。

年龄与潜伏时的回归方程为
:

1 原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现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2 0 00 ` 1)

2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洽研究厉

3 上海市高桥石化公可化工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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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6 4名健康人的 P:潜伏时 (
Is n

)及波幅 伽 V )侧定结果

二次记录

均值

差值绝对值

均值

差值绝对值

】 T l ln m日 X

3 3 3
.

4 8

1 6
.

5么

1 3
.

2 2

3
.

2 7

2 6 0

0

5
.

6 2

0

40 0

7 4

2 1
.

5 5

1 0
_

3 2

7 9灯2 852
口O月 D目口
2

n`
. .ù潜伏时波幅

Y = + a刀 : X:+ e二 3 06
.

75 5 8,l + 0
.

6 96 59X : 一 0

式中 Y = 潜伏时
, a = 截距

,

刀, 二 X : 的偏回归系

数
,

X : 二

年龄
, e = 残差

上式的复相关系数 R = 。
.

3 16 6。
,

F = 6
.

90 69 2,

。
.

01 < P < 0
.

02
。

经残差分析
,

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和

方差齐性的要求
,

故以潜伏时加 2
.

5倍残差的标准差

作为潜伏时的正常参考值上限
。

凡

即
:

= 3 0 6
.

7 5 58 7 + 0
.

69 6 59X : + 2
.

5 x 2 5
.

4 15

= 30 6
.

75 58 7 + 0
.

69 6 59 (年龄 ) + 63
.

5 37 5

潜伏时正常参考值上限 (功` )

= 3 70
.

2 9 + 0
.

7 o x 年龄 (岁 )

潜伏时差绝对值正常参考值上限 (m名 )

= X + 2
.

5 5 = 1 6
.

52 + 2
.

5 x 16
.

2 7 = 5 7
.

2

波幅正常参考值下限 (拼V )

二 X 一 2
.

55 二 1 3
.

2? 一 2
.

5 x 3
.

8 2 = 3
.

6 7

波幅差绝对值正常参考值上限 ( “ V )

= X + 2
.

55 = 3
.

2 7 + 2
.

5 x 2
.

5 2 = 9
.

5 7

健康成人的 P 3 潜伏时和波幅值
,

各作者报道不

完全一致
。

潜伏时
:

本文的测定值为2 60 ~ 4 o 0
snI

。

国

内外报道成人为 < 40 o
ms

,

15 岁时接近 3。。m s ,

80 岁或

7 0 岁时为 ) 40 o
srn

, 但另有报道 2 0~ 2 5岁者为 2 5 0

~ 6 0 0刀以s 。

波幅
:

本文中 X 士 S = 13
.

2 2 士 3
.

8 2拌V
,

与其他
.

作者报道的 n
.

03 “ V 接近
,

而比 2
.

73 “ V及

5
.

3 士 5
. 。“ V 为高

,

故波型较易辨认
。

生理因素对P 3
的影响

,

各作者报道不一致
。

有报

道潜伏时与年龄有关
,

年龄增加 1 岁
,

潜 伏 时 增 加

1~ 1
。
5刀Q S

,

45 岁后更明显
,

但有 报道与年龄无关
。

有报道波幅 随 年 龄增加而明显下降
,

60 岁以上变异

大
,

女性高于男性 , 另有报道无年龄及性别差异
。

以

上各报道不同
,

可能与所选择的对象
、

人数
、

年龄分

布及分组
、

测定方法等因素不同有关
。

有报道作业 (识别靶刺激) 难度增加
,

则潜伏时

延长
,

波幅降低
。

但未见随作业难度增加
, P , 出现与

文化程度变异相关的报道
。

在本文的作业难度下
,

潜

伏时和波幅均与文化程度无显著性相关
。

本文建立正常参考值主要为今后研究职业性危害

因素对大脑功能的影响
,

提供基础数据
,

自变量中还

包括了工作班次和吸烟
、

生活燃料等化学因素
,

结果

表明在评估 P , 时可基本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

同时

建立潜伏时和波幅差绝对值的正常参考值
,

以观察有

害作业者在每次检查中二次记录的差异是否会不同于

健康人
,

此差值的实用意义
,

尚有待今后在实践中探

索
。

二
、

40 名C S I 作业工人与健康人 P , 的比较

根据 《职业性慢性二硫化碳中毒诊断标准》 G B -

32 33一 8 2诊断
,

40 名工人均无慢性C S I 中毒
。

40 名工人的 P , 潜伏时 及其差值绝对值 (l 那 )
、

波幅 ( “ V ) 及其差值绝对值 (“ V ) 的X 士 S 分 别 为

34 0
。
1 8 士 2 0

。

77
,

1 4
。
4 5 士 15

。
8 1 , 1 2

。

7 9 土 4
。

0 9 , 3
。
5 2

士 2
.

46
。

以各人的年龄代入上述回归方程得出潜伏时

正常预测值的 X 土 S为 3 31
.

0 5士 5
.

6 7
ms

。

(一 ) 各C S Z
作业工人的 P 3与正常参考值比较

:

衰 2 有症状的 C S : 工人与健康人 P 3的比较

潜 伏 时 (m s ) 幅 (拼V )

二 次

记录

差值绝对值

波一值

C S Z 工人的均值

实测与预侧值差 .

差值绝对值

C s : 工人 健康人 C S Z工人 健康人 C S Z工人 健康人

3 1

1 3
。

1 6

1 4
_

7 9

3 1 6 4 3 1

1 2
.

8 2 1 3
.

82 3
.

47

4
.

2 7 3
.

8 2 2
.

4 8

0
_

6 8

3
.

2 7

2
.

5 2

0
.

9 7 0
.

3 6

378142

31.10.23.2n一XSt

P < 0
.

0 2 5
,

> 0
.

0 2 > 0
.

3 > 0
.

4 > 0
.

7

. 为同一个体 的实侧值减去 以其年龄代入 上述 回归方程后得出的正常预侧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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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有 1名潜伏时差和波幅差绝对值分别为 8 7m s和 (二 ) C SZ 作业工人组与健康成人组 P,的比较
:

31

,
.

92 “ V
,

超过正常参考值外
,

其侧工人的 4 项指标均 名有头昏
、

头痛
、

失眠
、

多梦
、

乏力
、

记忆减退或易

在正常范围
。

由于 P 3异常的人数极少
,

且较明显的潜 滚动等症状的工人组和 9 名无症状的工人组与健康人

伏时差绝对值异常者并无主诉症状
,

故 P 3 能否用作 组P 3的比较分别见表2和表 3
。

为临床诊断指标
,

尚需进一步随访观察
。

从 以上两表可见P 3的 4 项指标中
,

仅有症状工人

衰 3 无症状的C S Z工人与健康人 P 3
的比较

潜伏时 ( m s ) 波 幅 (拼V )

二 次

记录

C zS 工人的均值

实测与预侧值差 .

差值绝对 值 均 值 差俏绝对值

C SZ 工人 健康人 C S Z工人 健康人 C S : 工人 健康人

n 9 9 6 4 9 6 4 9 6 4

X 0
.

6 1 1 8
.

8 9 16
.

5 2 1 2
.

7 0 1 3
.

22 3
.

9 6 3
.

2 7

5 1 6
.

2 0 2 4
.

0 0 1 6
.

2 7 3
.

5 9 3
.

8 2 2
.

46 2
.

5 2

t 0
.

1 1 0
.

3 8 0
.

3 8 0
.

4 7

P > 。
.

9。 > 。
.

7 > 0
.

7 > 。
.

6

. 同表 2

组的潜伏时显著长于健康人组 ; 余 3 项指标和无症状 所需的时间较健康人组为长
,

可能为大脑皮质功能受

工人组的 4 项指标均与健康人组无显著性差异
。

影响所致
。

提示 P , 作为对研究长期从事 C S , 作业的

潜伏时为从刺激开始至 P , 出现的时间
,

是受检 工人的脑功能变化的群体检查指标
,

有一定意义 , 是

者识别和评价刺激所需的时间
。

有报道嗜酒者组的 P 。 否能作为亚临床中毒的检查指标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成份可明显减少
、

潜伏时明显延长
。

潜 伏时延长可与 《参考文献略 )

N , 0 麻醉剂量相关
。

但 有报道 P 3的潜伏时与波幅
,

在 (承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乌正费副 主任医师指

有机溶剂 (石油烃和氛化醋烃类 ) 慢性接触组
、

嗜酒组 导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刘恺 同志协助
,

特此致谢
.

》

和对照组间无差异
。

本文中有症状的工人组评价刺激

应用灰色系统G M ( 1
,

1) 模型预测尘肺病发病率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10 02 4) 张群朝

灰色系统 G M ( 1 , 1) 模型是根据过去和现实的信

息建模
,

推断将来的情况
,

从而提出事物发生发展的

变化规律
。

以往传统的预测模型大多建立在数理统计

基础 上
,

一则需样本含量要足够大 , 二则要有典型的

概率分布
,
这些条件在劳动卫生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

满足
。

该模型可不受上述条件的约束
,

因而具有适用

性强
、

计算简便和预测效果好等优点
。

一
、

灰色系统 G M 门
,

1) 摸型及计算方法

(一 ) 累加数据生成
:

将无规律的原始 数 据 按

( 1 ) 式累加生成数据
,

使其随机性弱化和规律性强

化
,

(二 ) 均值生成
:

将累加生成数据Y ( t) 按 ( 2 )

式作均值生成
。

Z ( t ) =

(三 )

首先
,

d y ( t )

d ( t )

奋
〔Y “ , + Y “ 一 , ,〕 ( 2 )

建立灰色系统 G M ( 1
,

l) 模型
:

建立 Y (幻的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 a y ( t ) = 拼 ( 3 )

方程 ( 3 ) 即为灰色系统G M ( l
,
1 ) 模型

。

其中a

和 拼为待定系数
。

从方程 ( 3 ) 中解出 a 与 “ ,

以满

足方程 ( 4 )
。

Y ( t )

Y “ ) =

芝 X “ )

j = l

式中
: Y (幻 为累加生成数据

盆为时间 ( 1
,
2

,

3
,

… …
,

N )

X (t )为原始数据

=

少“ , 一

习
。

一 “
“

一 ` , +

省 ( ; )

( 1 ) 然后
,

据最小二乘法原理估计参数向量
,

并由矩

阵运算得其表达式为
:

付

a =

{
`N 一 ` ,

〔
一

叉 X “ , z ( , )〕
+

, 二 Z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