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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重卡车和拖拉机振动参数的测量

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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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共 本研究对 8 种载重卡车
、

拖拉机驾驶员座位的振动进行测量
,

均超过 15 0 2 631 一 1 98 5

规定的暴露极限 〔E
·

L )界限值
,

特别是上海 50 型拖拉机
、

解放牌 4 吨翻斗车更为明显
。

对 4 90 名驾驶员

进行了一般查体
、

心电图检查
、

视觉运动反应时测定和脊柱骨关节X 线摄像
,

并与 16 2名科室办公人员

相对照
。

腰背痛主诉
、

血压偏高
、

心电图节律异常
、

视觉运动反应时减慢
、

胸展椎增生性改变等均有

较高的检出率
,

并随工龄的延长而增加
。

全身振动及其联 合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

我国全身振动的卫生标准及防治措施急待研制
。

关 . 询 全身振 动 视觉运动反应时 脚展椎 X 线改变

局部振动对人体健康危害及其防治措施的

研究
,

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报道较多
`’
切

。

全身振动的影响
,

特别是车辆振动的职业危害

问题
,

近几年来 日益受到重视
。

国外进行了若

干全身振动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研究
” ,

国际标准化组织 l( 5 0 ) 已经制定和修订 了全身

振动的评价标准
〔

、 国内的研究报道尚少
。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卡车
、

拖拉机的振动

参量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卫生学评价
,

探讨其剂鼠
一反应关系

,

为制订我国全身 振 动

的卫生标准及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外
,

并进行了 ( 1 ) 心电图检查
,

用国产 X Q 一 1

型心电图机
,

按常规描记 9 个导联
,

工后休息

时集中检查共 4 90 例 , ( 2 ) 视觉运动反应时

测定
,

用国产 P L Q 型复杂视觉运动反应时测

量仪
,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

检查有序和无序两

个程序
,

受检查者在工作刚结束时和休息 30 分

钟后各测定一次
,

进行休息前后的自身比较 ,

( 3 ) 脊柱骨关节正
、

侧位 X 线摄影
,

资料

完整者 4 16 例
。

以外对照的方法
,

选择年龄相

当的科室办公人员 1 62 名 (年龄 19 ~ 59 岁
,

平

均 36
.

8岁 ) 进行比较分析
。

时象和方 法

选择本地常用 8 种载重卡车和拖拉机进行

振动参数的测量分析
。

测振仪器为 B& K 2 5 12

型人体响应振动计
,

配用 B& K 4 3 2 2 型三轴

向座垫式加速度计
。

测量时加速度计置于驾驶

员座垫上
,

作坐式全身性振动测试
,

测量和计

算方法按 15 0 2 6 31 一 1 9 8 5 的要求进行
。

测试

时按正常车速在济宁市内道路上进行
。

考虑到

实测时间较短
,

测量模式置于
“

舒适 性 降 低

(R
·

C )
”

界限
。

对上述车辆的驾驶人员共计 4 90 名进行医

学检查
,

其中卡车驾驶员 3 23 名
,

拖拉机驾驶

员 16 了名
,

均为男性 , 年龄 20 ~ 62 岁
,

平均 3 3
.

3

岁 , 工聆 1 ~ 37 年
,

平均 9
.

7年
。

除一般查体

结果和讨论

一
、

振动参数的测里分析

鉴于所测车辆均为长途运输
,

运行时每天

连续工作时间多在 6 ~ 8 小时
,

由表 1 最后 1

列可以看出
,

所有车辆振动均超出了 15 0 2 6 3 1

一 1 9 8 5 规定的
“

暴露极限 (E
·

)L
”

界限值
,

特别是上海 50 型拖拉机
、

解放牌 4 吨翻斗车的

振动超标更为严重
。

二
、

主诉症状及其与工幼的关系

由表 2 可见
,

主诉症状以腰背痛最为多见

1
.

济 宁医 学院职业卫生研究 室 (2 7 21 13)

2
.

济宁市卫生防度站劳动卫 生科

3
.

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

4
.

山东石 油公 司蔺泽分公 司职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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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几种车辆驾驶员座位振动参数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户

等效连续 换算到攀露极限 E (
·

) L界 限时

振级 Le g等效暴露量 为 1% 00所 允许的

(dB)时间 () h
.

值级峰振历经 间时功向振轴

牟辆类型

漏 通 条 件

车 速
( km/ h)

驾驶员体重
( kg)

路面
(m in) (d) B

2
.

5

2
.

5

1 3 4

1 2 5

1 2 7

1 2 2

1 1 2
.

5

1 1 2
.

5

2 YX泰 山

4 08 6一般

( 5吨 )

2
.

5

2
.

5

1 3 4
.

5

1 3 0
.

5

1 2 4
.

5

1 1 2

1 1 3

1 1 0 5

3
.

6

2 YX东 风

4 06 5一般

( 5吨 )

解

. . ~ ~ ~ ~ ~ ~ ~ ~ ~ ~ ~ ~ ~ ~

岭 放 2 51 1 3 9 2 6 5

3 6 O2差 2
.

5

2
.

5

1 3 3

1 2 6

1 1 4
.

5

1 1 0
.

5

YX

5

2
.

5

1 38
.

2

1 2 5
.

2

1 3 4

1 2 2

1 1 3

1 1 4

3
.

1

2
.

5

2 YX

(4吨日 斗车 )

黄 河

4 06 6一般

l ( 5吨油峨车 )

断 决 21 3 4 5 51 1 9 5跃 进

2
.

5

2
.

5

1 3 4
.

1 1 2
.

YX 3 06 6一般

(2
.

5吨 )

L海 0 5型 Z

l2 8 6轻差 Y

X

2
.

5

1 6 6

1 2 7
.

5

1 3 3

1 2 9
.

5

1 1 4

1 2 2

0
.

6

拖 拉 机 2
.

5

秦 山 2 5塑

1 2

拖 拉 机

泰 山 1 2型

21 3 561 21

69一般 Y2
.

52 31
.

1 1 4 5
.

53
.

6

X 2
.

51 1 1 2 9 4
.

5

2 51 4 -3
.

1 2 5 5
.

5

1 2 6 5一般 Y

X

2
.

5

拖 拉 机 2 5: {;
1 21

1 2 5

该时间指连续工作时间
,

由文献 〔 6 〕换算得 到
。

为换算方便
.

只考虑了 Z 轴向振动
。

裹 2 驾驶员主诉症状及工龄分布

痛晕头头
工 龄 (年 ) 实查人琅 手 麻 足 麻 手 胀 足 胀 颈 序 脚 疼 层背疼

2
舀DZ
月̀二

3896495
材性月,口O,Mq山

7
0目
0522nZ410505即130629152~ 10

~ 2 0

~ 30

~ 40

1 1 2

1 9 5

9 3

1 1

吐16

1 0 0

5 2

~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片交 通弓 19 4 Q 1 1 1 44 5 18 8 1 1

1 2
.

6 10
.

8 4
.

6 9
.

6 2
.

6 3
.

4 心5 2 2
.

6

例%
.L牛夕合

(4 氏 2 % )
,

其次是手麻
、

足麻
、

足胀等
。

经

统计处理显示
,

这些症状均有随工龄延长而增

加的趋势
, x ’

检验差异具有显著性
。

此外
,
血压 ) 17

.

3 l/ 2
.

Ok aP 者 66 例
,

占

1 5
.

9 % , 》 姆
.

7 / 12
.

Ok aP 者 7 例
,

占 1
.

7 %
,

血压偏高者较一般人群多见
。

三
、

心电图检查结果

心电图总异常率为 22
.

90 %
,

汽车驾驶员心

电图异常率为 17
.

6 5%
,

拖拉机驾驶员心电图异

常率高达 33
.

13 %
。

二者相比
,

具有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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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 ~ ~一 ~ ~ ~ ~一 ~ ~ 一一

.

~ .

异具有高度显著性 (P < 0
.

0 1)
。

表明休
J

息对于

恢复和提高中枢神经系统这一机能具有一定意

义
。

( 3 ) 测定结果的个体差异较大
,

这由最

大值的范围较大 (故标准差亦较 大 ) 可 以 看

出
。

经计算其变异系数 (C V )多在 50 %以上
,

最

大为 71
.

2%
,
说明测定结果的影响因素较多

,

个体间的差异较大
。

视觉运动反应时测定
,

是反应 视 觉
一空间

协调
、

在计时条件下的注意力运动精确性以及

在两个概念之间相交替的心理灵活性
,

是测定

视觉
、

运动中枢兴奋过程和大脑机能状态的一

个指标
。

用于振动作业医学检查未见报道
,

此

次研究表明
,

用于自身比较可能有一定意义
。

五
、

脊柱骨关节 X 线改变

裹 4 胸腰推骨关节 X 线改变

驾驶员

例数

( n = 4 1 6) 对照组

例数

( n = 16 2 )

异常表现

一
- 目 . . . . . . , . . . . . 月

~
. .

.
, 月.

{:
< 0

.

0 1

< 0
.

0 5

< 0 0 5

> 0 0 5

> 0
.

0 5

> 0
.

0 5

.... .
一

月̀比hùǹÒǹ,工口勺
. .上Oé八.09

ōUt
矛.,tJ了1111ǹ

的统计学意义 (丫
二 14

.

59
,

P < 0
.

0 1)
。

其主要

异常表现为节律的改变
,

包括窦性心动过缓
、

窦性心律不齐
、

窦性心动过速等
,

占 16
.

94 %

(汽车驾驶员为 12
.

69 %
,

拖拉机驾 驶 员 为

2 5
.

1 5%
,

二者也有显著差异 )
。

另外
,

室 性

早博
、

房室传导阻滞
、

束枝传导阻滞也有个别

出现
。

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 S一 T 段和 T 波的

异常改变占6
.

12 % (汽车驾驶员为 5
.

2 6%
,

拖

拉机驾驶员为 7
.

78 % )
。

心电图异常改变有随

工龄延 长而增多的趋势
。

心电图节律改变可能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所致
。

过去我们对局部振动作业工人调查中也

发现有类似情况
。

这些改变虽非接触振动工人

所特有
,

但一般认为其异常率笼 较 高 的
。

本

研究结果显示
,

拖拉机与汽车驾驶员的年龄分

布一致
,

而心电图异常率差异显著可能与振级

不 同有关 , 心电图异常率又有随工龄延长而升

高的趋势
,
S一 T

、

T 的改变也较多 , 这些均支持

心 电图改变与全身振动有关
。

G ur ber 和 S p e ar

等人山的流行病学调查也表明
,

重型建筑设备

操作工
、

公共汽车和卡车司机等全身振动作业

者高血压
、

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多于对照组
,

并

且发病较早
。

至于振动对心血管的作用机理有

待进一步研究
。

四
、

视觉运动反应时测试结果

合 钱 忿谧5 8 2
.

9 7 7 47
.

5 < 0
.

0 1

一
` . . . . . . . 自曰` , 甩 口 . . . . . . . . . . . . . . . . . . .

衰 3 驾驶员视觉反应时测试结果 (秒 )

范 围 均位 标 准差

有序

无序

有序

无序

.

1 1 ee 8 8
.

8 2

.

g Q~ 8 8
.

6 4

.

0 2~ 6 8
.

3 8

_

8 8 ~ 6 7 1 4

3 2
.

口O

3 3
.

10

2 1
.

6 8

2 4 5 9

1 7
.

2 9

14
.

4 4

10
.

3 2

9 4 3

后时结束息作工休
汽车驾胶员

工作结束时 有序 10

无序

有序

无序

9 2 ew 2 1 o

7 5 or 2 32

8 9~ 1 4 3

5 2~ 1 7 3

5 3
.

0 4 忿

47 9 0 3 ::
2 9 7 9 1 7 87

脊柱骨关节各项 X 线改变
,

驾驶员组均高

于对照组
,

骨刺形成
、

唇样增生 以及骨桥形成等

具有统计学意义
。

总异常率两组间也有非常显

著的差异
。

上述改变的部位多发生在腰椎
,

特

别是三
、

四
、

五腰椎的增生性改变更为多见
,

占所有腰椎异常改变的 87
.

8 %
。

脊柱骨关节 X 线异常改变与工龄的关系
,

见表 5
。

裹 5 驾驶员胸腰推改 变与工龄分布

ù勺,工O白方̀口OQé

工龄 (年 ) 检查 人数 异常例数 异常 率 (% )

拖拉机驾映

,上00, .几n.内」,人几̀一七O八J

生止

3
工f̀叮̀几00J1二.0ó勺,几,U

, .孟

,̀弓叨,曰,UōD,工QùO甘
,二,孟`.上..二

ó

峨

由表 3 可见
:

( 1 ) 同一对象 不 同 程 序

(有序和无序 ) 的测定结果是不同的
,

其均值

差异多具有统计学意义
。

因此
,

进行自身比较

成相互比较时
,

应用相 同程序的 测 定 结 果
。

( 2 ) 视觉反应时均值休息前大于休息后
,

差

~ 10

~ 20

~ 3 0

~ 4 0

合计

驾驶员胸腰椎 X 线的改变
,

异常率随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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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延长而增加
,

经 丫 检验差异具有非常显

著性 ( P < 0
.

0 0 5)
。

胸腰椎增生性改变在健康人群 中也 可 见

到
,

但多发生在40 岁 以上者
。

本次调查与国内

外的一些报告结果相一致
,

胸腰椎的改变与车

俩驾驶作业的全身振动和其他职业性因素是有

关 ,J`
, , ` , 。

,

J
、

结

本次研究表明
,

长期从事载重卡车
、

拖拉

机驾驶作业
,

由于全身振动超出暴露极限 (E
·

L ) 值和其他职业因素的影响
,

对人健康可能

发生有害作用
。

这一作业的腰背疼痛
、

手足麻

木等主诉症状
、

心电图节律异常改变
、

视觉运

动反应时减慢
、

胸腰椎增生变化等的检出率均

较高
。

这一结果显示对 中枢神经系统
、

心血管

系统以及骨关节系统均有
,

一定影响
。

因此
,

研

制我国全身振动卫生标准
,

限制振动的强度和

接触时间 , 研究车辆的防振和减振措施是完全

必要的
。

另外
,

对于振动与噪声
、

驾驶室内微小环

境
、

精神紧张
、

作业体位等因素的联合作用有

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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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胺磷急性中毒 9 例报告

德州市卫生防疫站 ( 25 30 18) 杨振 国

19 90年 8 月 23 日
,

某农药厂 9 名包装工在灌装甲

胺磷时发生急性中毒
,

现报告如下
。

中扮经过 该农药厂 因停水灌装机停用
,

改为手

工灌装
。

操作工人共 20 名
,

分成 5 个小组
,

在包装车

间将铁桶内甲胺磷分装入瓶
。

当时气温约 3 o1 C
,

车间

通风较差
,

9 名工人均未配戴个人防护用品
,

下班后

4 小时陆续出现神经
、

消化系统症状即去地区医院急

诊
。

. 库斑料 9 例均为女性
,

其中 8 例年龄19 ~ 22

岁
,

1 例 39 岁 , 均为操作工
,

在包装车间接触甲胺磷
。

9 例均有头痛
.

头晕
、

乏力
,

7 例恶 心
,

1 例呕吐
,

1

例腹痛腹钾
,

6 例多汗
,

1 例流涎
,

4 例胸闷
;

体温

3 7
.

5~ 39
.

8
O
C

,

瞳孔 2
.

5~ 3
.

5 111111 ,

余无明显阳性体

征
。

血胆碱醋酶活性 60 % 4 例
,

70 % 5 例
,
肝功

、

转

氨醉正 常
;
肺 功 能 正常 ; 心电图

:
1例始为窦性心

动过速
,

第 3 天示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

给予清

洗皮肤
,

阿托品
、

解磷定静脉注射及对症处理后
,

胆

碱角酶活性在 8 一 12 天内恢复正常
,

自觉症状在 16 天

后消失出院
。

讨 论 在包装甲胺磷过程中
,

防护间题应引超

人们的高度重视
,

如加强通风
、

降温
,

进免在高温下

手工灌装等
,

并加强安全教育
,

使工人了解该毒物的

危害性和可防性
,

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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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局部封闭致死 1 例报告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 1 100 2 4) 韩春英 韩晓辉

患者
,

女
,

42 岁
,

19 91 年 3 一 6 月因右前臂背侧肿 3处5 ` 4

cm 隆起包块
,

波动感 ( 十 + )
,

触痛 ( + + )
.

痛在当地用醋酸确炎舒松
一
A注射液局部封闭

,

共20 支 入院后即给先锋霉素 v 6
.

o g/ 日静滴
,

13 日下午病

(计 10 00毗 )
。

突然停药后
,

7 月 1 0 日来我院
,

经门 人持续高热 T 3 g
.

6
O

c
,

血压下降至 1 0
.

2 / 5
.

魂k p a ,

右前

诊检查
,

12 日以前臂多发性脓肿收入院
。

价穿刺出大量稀薄脓汁
,

全院会诊
,

诊断为右前臂化脓

查体
: T 39

.

ZoC
,

P 98 次 /分
,

R 30 次/分
,

B P 14 / 性感染
,

脓毒败血症并感染性休克
,

急性肾上腺皮质功

10 kP
a ,

神志恍惚
,

言语迟钝
,

表情淡澳
,

听力减退
。

能不全伴危象
,

即给氛化可的松 3 00 m g / 日
、

抓化钾

摘月脸
,

胡须男性化
,

前额发际 区禅脓疤
,

双颊内有 6
.

0 9 /日
,

输血 400 而
,

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

因考虑到

小块演疡
,

层部有散在出血点
。

心音纯
,

节律整
,

心率 病人处于休克状态未做脓肿切开
。

14 日上午休克无好

的次 /分
。

双肺湿罗 音
,

腹部膨隆
,

肝区压痛 ( + )
,

移动 转
,

即在病室行切开引流术
,

引出脓汁 400 多毫升
,

下

性浊音 ( 十 )
。

双丫胶浮肿
,

右前仲明显肿胀
,

皮沮高
,

有 午病情继续恶化
,

经积极抢救无效于 23 点 10 分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