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9 1年第 4 卷第 3期

表 5 各组 V B2 4 小时负荷尿排出量 (又士 S D )

组别 人数
每人每 日摄取量

( rn g )

实验前

(升g )

实验末

(鲜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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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

对照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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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2
.

8

3
.

8

6 49
.

4土 2 4 9
.

5

7 2 5 9士 3 3 2
.

9

7 17
.

7士 3 8 2
.

4

1 0 1 2
,

1土 6 3 8
.

2

5 56
.

4 土 2 4 1
.

9

1 1 3 分 4 士 7 3 6
.

7

1 34 7
.

0 士 6 8 1
.

3

1 8 T 2
.

9 士 4 2 3
.

5

2 0 3 7 3 士 7 4 8
.

2

10 32
.

4 士 56 8
.

7

> 0
.

QS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1山
,
山,山,占,工1占,山,山1山下占

* 与对照组 比较

于对照
,

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因此铅

作业工人V BZ 需要量为 2
.

8 1耳g
。

小 结

本实验采用饱和试验法
,

对唐山地区蓄电池厂铅

作业工人vc
、

几
1 、

V B Z需要量进行了探讨
,

笔者认为

该厂铅作业工人平均每人每 日Vc 需要量为 2 3 5
.

7 n l g
,

V B :
需要量为 3

.

3m g
,

V B Z
需要量为 2

.

s m g
。

(8 5级预防医学系学生马 立
、

陈秀清
、

王翠荣
、

刘玉华
、

李雪松
、

丁习武
、

张爱民参加了本调 查工作
。

何建华
、

微波对作业人员危害的动态观察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雪芹 薛兆谱 白 锋 冯 儒 戴淑芳 顾 继云

为探讨微波辐射对作业人员的危害
,

1 9 8 4年对某 2
.

体检项目 职业史
,

自觉症状
、

一般内科检

厂雷达制造车间直接接触微波作 业 人 员作了初步调
.

查
、

血白细胞
、

心电图
、

脑血流图
、

眼晶体检查
。

两

查
,

并于 1 9 8 8年进行了再次复查
,

结果如卞
。

次检查所用仪器
、

方法和参加体检人员基本相同
。

对象与方法 结果与分析

一
、

调查对象 一
、

现场调查

首次检查 142 人
,

均为调试和 测试人员
。

男 94 人
,

主要为脉冲波
,

微波辐射之波段为 厘 来 波
。

辐

占 6 6
.

20 %
。

年龄 20 ~ 56 岁
,

平均年龄 3 9
.

89 岁
。

作业 射强度最小 20 拼W c/ m
Z ,

最大 8 00 拌W c/ m
盆 ,

大多数为

工龄 1 一 3 4年
,

平均工龄 1 4
.

91 年
。

以年 龄 相近
、

不 10 。一 3。。拼W c/ m 气由于为分批调试和测试
,

故为间断

接触微波和其它有害物质的人员 3] 1人为对照组
。

接触
,

时间约 7 ~ 8 个月
,

一般每天接触 4 ~ 6 小时
,

四年后
,

对仍在原岗位工作
,

并有前次体检结果 有紧急任务时
,

可达 12 小时
。

近 四年生产量减少
,

每

者 60 人进行复查
,

其中男 41 人
,

占6 8
.

3 3% ; 年龄 30 一 夭接触 3 一 4 小时
,

每年间断接触 5 ~ 6 个月
。

无有

5 4岁
,

平均年龄 4 5
.

2 1岁 ; 作业工龄 6 ~ 28 年
,

平均 效屏蔽措施和防护用品
。

工龄 20
.

16 年
。

二
、

体检结果

二
、

调查方法和内容 .1 症状 首次检查微波组除心 前 区 痛外
,

头

从 现场调查 用宿迁无线电厂生产的微波漏能 昏
、

头痛
、

乏力
、

失眠
、

多梦
、

记忆力减退补舀悸
、

食欲不

测定仪
,

在作业人员的操作带测定微波强度
。

振明显 高于对照组
,

两组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表1 主 要 症 状

组别 受检人数

头 痛 头 昏 乏 力 失 眠 多 梦

人 数 % 人 数 %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记忆力减退 食欲不振

人数 % 人数 %

、合 悸 心前 区痛

人数 % 人数 %

伪山仆舀odCQ

:
1 3 2 1

.

6 7 2 9 4 8
.

3 3 3 3

9 1 5 0 32 5 3
.

3 3 2 8

55
.

0 18 3 0
.

0 2 5 4 1
.

6 7 37 6 1
.

归7 4 6 0 1 6 2 6
.

6 7

4 6
.

6 7 15 2 5
.

0 2 2 3 6
.

67 3 1 5 1
.

6 7 2 3
.

3 3 2 4 4 0
,

0

8 1 3

1 1 1 8

nU八曰只éno1 9 8 4年

1 98 8年

注
:

两次结果比较
,

无统计学意义
。



0
.

0 1 )
。

尤以头昏
、

乏力
、

多梦
、

记忆力减退和心悸症

状最为突出
,

检出率高达30 纬以上
。

四年后复查 60 人
,

各项症状无明显差异 (表 1 )
。

2
.

体征 首次检查微波组低血压 ( < 1 2 / s k P a)

的检出率为 .4 洲 %
, `

对照组为O
。

76 %
,

两组有显著差

异 (P < 0
.

0 5)
。

1 9 88年复查者血压偏高 (> 18
.

7 / 1 2k P a) 的检出

率比 1 984年明显增高
,

两者间有高度显著差异 (P <

0
.

OD
。

伸手颤
、

两侧皮肤温度差阳性 (> I
O

)C 等
,

两

者无显著差异
。

3
.

血白细胞检查 首次检查接触组血白细胞减

少 (< 4 x l 。 ’
/ )L 的检出率为 4

.

13%
,

对 照 组 为

2
.

洲 %
,

两组未见显著性差异
。

19 8 8年血白细胞减少的检出率 为 13 .3 3%
,

与前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 .

0 5 )
。

4
.

心电图 首次检查微波组窦性心动过速 ( >

10 0次 /分 ) 的检出率为 7
.

04 %
,

对照组O
。

76 %
,

相比

差异高度显著 (P < 0
.

01 ) ,

个别有左室高电压
、

T波低

平等
,

两组未见明显差异
。

1 9 88年心 电图异常的检出率为 38 %
,

较 4 年前的

16 % 明显增高
,

两者有明显差异 ( P < o
。

05 )
,

包括有T

波低平
、

左室高电压
、

室性早搏
、

房室传导阻滞等改变
。

5
。

脑血流图 首次检查微波组上升时间较对照

组显著延长
,

波形和重搏波形态改变
,

两组间有高度

显著差异 (P < 。 .

01 )
。

微波组波幅差较对照组增高
,

两

组差异显著 (P < .0 05 )
。

电阻值两组未见明显差异
。

198 8年电阻值降低
,

波幅差增高
,

与前相比有显

著差异 (P < 0
.

01 o) 上升时间
,

波形和重搏波形态的

改变两者未见明显差异
。

6
.

眼晶状体检查 按全国微波防护工作会议拟

定普查方案所规牢分级标准
,

首次检查微波组 晶状体

混浊检出率 76
。

0 5 %
,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高 度 显著

(P < 0
.

0 1) ,

基本上随工龄增加而增高
。

四年后 60 人

复查
,

原 0 级 2 6人进展为 I级 17 人
,

原 I 级 34 人进展

为 I 级 8 人
,

总进展率为 41 .6 6% (表 2 )
。

表 2 眼晶状体混浊进展情况

1日84年 1 9 8 8年

0 1 1 I F
进展例数 进展率 (% )

组别 例数

l78

;:
6 5

.

3 8

2 3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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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棍蚀部位多在后囊及后囊下皮质
。

形态多为

点状
、

片状
、

空泡状及锅巴状
。

讨 论

微波已普遍应用于国防
、

科研
、

医疗
、

工农业生

产和 日常生活
。

微波 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种物理

因素
。

因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将微波列为必须控制

的
“

公害
”

之一
。

微波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

心血管
、

血液
、

胃

肠
、

皮肤
、

眼及生殖系统均可产生影响
。

中枢神经系统对微波辐射最为敏感
。

文献报道微

波引起中枢神经功能障碍及出现神经衰弱症候群
。

本

文调查接触组的神经衰弱症状明显高于对照组
,

表明

微波对中枢神经为主的神经系统影响存在
。

一般认为

此影响是可逆的
。

属功能性或代偿性改变
。

四年动态

观察
,

除头昏外
,

神经衰弱症状的检出率均似略有减

低
,

提示接触量减少后神经衰弱症状可能恢复
。

微波对人体心血管的影响已有不少报道
,

但结果

不太一致
。

本文微波组心悸
、

低血压
、

窦性心动过速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可能与微波辐射引起植物神经功

能紊乱有关
。

四年后心悸
、
心前区痛略有增多

,

血压

偏高和心电图异常明显增高
,

说明微波对心血管系统

有明显影响
,

据报道
,

血压偏高是微波长期作用 于间

脑部位引起血管张力调节障碍所致
,

但也不能完全除

外潜在器质性改变的可能性
。

微波辐射对血白细胞的影响报道不一
。

但认为这

种影响是可逆的
,

调离微波作业后可恢复正常
,

本调

查则无此发现
。

本文脑血流图异常的分布情况与文献报道一致
。

提示了脑血管紧张度增高
,

弹性减退
,

血管充盈度发

生变化
,

一定程底上反映了植物神经功能素乱
,

但应

鉴别年龄影响
。

眼部的微波损伤首先被发现的是白内障
,

1 9 5 2年

H扮s h 即报道了微波所致白内障
。

微波致白内障的原

因一般认为是高强度微披的致热作用
,

而低强度微波

辐射能否引起晶体改变尚有争论
。

本文接触组品体混

浊者显著高于对照组
,

且随工龄增加而增高
。

动态观察

结果表明微波致晶体混浊早期没有规律性
,

四年有明

显进展
,

进展率较高
。

晶体混浊的部位和形态与文献

报道相一致
。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

有必要采取适当的休息
、

轮换操作和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
。ō34I

合计 4 1
.

6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