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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报道接触 N G 20年以上
,

心血管病死亡粗

率比为 2
.

5 , 本资料 20 年以上工龄组
,

眼底动脉硬化
、

E C G异潇及脑血管弹性减退的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

表

明长期接触N G
,

血管已有弹性减退以至硬化的趋势
。

提示长期接触较高浓度 N G对工人的健康有一定危害
。

本凋在见接触组 M H bl 均值及异常检出率均高于

对照组
,

并且与车间空气中 M G 浓度呈明显剂量
一

反

应关系
,
提示 M H b可作为工人接触水平参考指标

。

本调 查见接触组班后收缩压
、

舒张压较班前及对

照组明显降低
,

与文献报道一致
。

提示接触 N G可使血

压下降
,

而停止接触血压反而
一

仃升
.

佰的危险
。

眼底血

管及脑血流检查的变化也说明了这 一 点
。

接触组X线胸片肺纹理增粗增多
,

可能与N G使肺

血管扩张有关
。

建议改革工艺
、

加强通风换气以降低车间空气中

N G 浓度
,

并注意皮肤防护
,
加强健 康 监 护

,
以防

N G 的职业危害
。

( 侯弘建
、

阁文银
、

王东
、

汤昌镇
、

王英
、

王润兰
、

书 田
、

张建琦
、

张礼俊等同志参加了都分工作
,

特致谢
。

电焊工神经行为功能变化的初步探讨

沈阳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 1 100 01 )

罗东升 热 萍 郑松 涛 陈成立 李晓 兰 李永长

W H O 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方法
,

能敏感地

反应出机休神经系统亚临床病理损害
,

国内已有接触

汞
、

有机磷农药等作业工人行为功能的报道
。

为研究

电焊工神经行为功能的变化
,

我们对 电焊工及对照组

进行了行为功能的测验与研究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受检对象选电焊作业锰接触工人71 名为接触组
,

其中男性68 名
,

女性3名
,

平均年龄 36
.

2 士 6
.

5岁
,

平

均工龄 10
.

7 士 7
.

5年
。

另以 33 名无职业危害接触史的

服务员为对照组
。

其性别
、

年龄及文化程度构成与接

触组相似
。

受检对象都无明显神经系统
、

视听觉
、

手部

运动疾患
。

均在受检前 24 小时内禁酒
,

禁服用镇静剂
。

1
.

2 在电焊作业场所工人工作带高度以玻瑞纤维滤纸

固定在粉尘采样夹上
,

以 15 升 /分的速度抽取 5分钟空

气
。

滤纸带回实验室
,

采用磷酸
一

高碘酸钾比色法分

析
,

共测 14 个电焊作业点
,

56 个样品
。

1
.

3 按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渊验方法 (梁友信
。

介绍

W H O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组合
.

工业卫生与职

业病 19 5 7 ; 1 3 ( 6 ) :
53 2 )

,

对受试者进行行为 )TJ 能渊

验
。

视觉运动反应仪为江苏泰兴产 S M R 型电子视觉

反应仪
。

1
。

4 采用“ 检验与方差分析
,

对结果进行判定分析
。

2 结果

2
.

1 车间空气中锰浓度

按对各电焊作业环境空气中锰含量调查结果
,

把

电焊工组分为超过最高容许浓度组和未超过最高容许

浓度组
,

两组作业条件基本相同
,

未超标组作业 环境

锰浓度范围为 0
.

0 31 一 0
.

1招 m g /m
, ,

平均锰浓度为

0
.

07 8 士 0
.

03 4m g / m , ; 超标组作业环境锰浓度范围

为 0
.

2 10一 o
.

9 9 o m g / m
, ,

平均 锰 浓 度为 0
.

36 2 士

0
.

13 2 n lg / m
, 。

2
.

2 行为功能测验结果

2
.

2
.

1 情感状态测验结果 电焊工组易出现紧张
、

抑

郁
、

愤怒
、

疲劳及困惑
,

与对照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

衰 1 情感状态侧验结果比较表 (得分 )

电娜组 ( n = 7 1) 对照组 ( tt ` 3 3 )

目脸项目

—
一二二- 一一- - -

.

一
2` P

X 5 X S

紧张
一

焦虑 15
.

9 6
.

3 6
.

9 3
.

4 9
.

4 4 < 。
.

0 1

抑郁
一

沮丧 1 5
.

8 9
.

6 8
.

0 7
.

0 4
.

4 4 < 0
.

0 1

俄怒
一

敌玄 18
.

7 9
.

0 1 0
.

5 7
.

5 5 .4 5 < 。
.

0 1

找劳
一

惰性 16
.

7 8
.

1 7
.

5 3
.

, 7
.

80 < 。
.

01

有力
一

好动 1 6
.

2 ,
.

5 1 6
.

6 5
.

0 0
.

2 4 > 0
.

0 5

嘴乱
一

迷感 1 4
.

7 6
.

5 6
.

3 3
.

8 8
.

2 7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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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见表 l)
。

2
.

2
.

2 反应时洲验结果 电焊工组的平均反应时
、

最

快及最慢反应时均比对照组慢
,

两组相比均有非常显

著差异 (见表幻
。

衰2 反应时测验结果比较表 ( n ` )

电焊组 () 矛二 7 1 ) 对照组 (九 二 3 3 )

X 5 X S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

渊验项 目

平 均反应时

最快反应时

最慢反应时

6 8 7
.

6

4 4 2
,

4

6 12
`

2

1 5 2
.

1

1 2 2
.

`

尽
.

2 2

5
_

9 3

< 0
.

0 1

< 0
.

0 1

a
自D月,

…
内bOJ
月口, J,叼月,

. .孟,通̀.1,ó
直

扭口O

…
通
盆
R一八甘n七OOt̀3,

匀J,

2 2 8
.

2 3
.

1 6 < 0
.

0 1

-

一
.

.

~ -
. . . . . . . . . . . . . .

2
。

2
。

3 组相比均有显著及非常显著性差异 (见表 3)
。

结果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和B e n ot n 视觉记忆侧验

电焊工组三项指标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

同对照

衰 3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B e n ot n 视觉记忆侧验结果比较表 (得分 )

一包焊组 ( n 二 7 1) 对照组 ( n = 3 3 )

测验项 目

数字踌 度

数字译码 3 6
_

5 4 4
_

6 1 4
.

5 2 97 < 0
.

0 1

B e n to n 视觉记 忆 丁 7
.

0 5 < 0
.

0 1

2
.

2
.

4 习惯用手手提转捷度测验结果 电焊工组的手 提转捷度
一

与对照组相 比没 存显著性差异 (见表4)
。

裹4 习惯用手手提转捷度测验结果比较表 (得分 )

电焊组 ( n , 7 1) 又J照于l毛(尹z = 3 3)

测验项日

X 5 X SX 5 X S

手提转捷度 3 8
_

2 > n
.

Cg

2
.

2
.

5 日标追踪 l 测验结果 电焊工组的正确 打 点

数均少于对照组
,

错误打点数电焊组明显多于对照组
,

二次打点数之和两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

电焊工组的正

确打点数和错误打点数同对照组相比均有非常显著差

异 (见表 5 )
。

表 5 目标迫踪 l 测验结果 比较丧

电焊组 ( 佗 二 7 1)

打点数
对照组 了(二

二 3 3)

X SX 5 X SX S

止确

错 误

总 和

3 0
.

3 忿3 e
.

9

5
_

9

2 3 0 3 : 马 1 9

28
.

6 3
.

17

5
.

3 4
.

93

32
.

3 1
.

67

< 0
.

0 1

< 0
.

0 1

) 0 05

2
.

3 行为功能表现与空气中锰浓度关系

超标组与未超标组的性别
、

年龄构成相似
,

对两

组工人锰作业工龄构成作卡方检验
,

P > 。
.

05
,

说明

两组接触期限也是均衡的
,

故可直接作行为功能与空

气锰浓度关系的分析
。

2
.

3
.

1 情感状态与空气中锰浓度的关系 除有 力 好

动项外的其余五项指标
,

超标组和未超标组与对照组

之间相 比
,

均有显著及非常显著差异 , 但超标组与未

超标组间相比
,

除紧张
、

愤怒两项有差异外
,

其余备

项均无差异 (见衷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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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6 情感状态测验结果与空气锰浓度比较表 (得分 )

1超标组 (儿 二 3 2) 2未超标组 ( n 二 3 9 ) 3对照组 ( n 二 3 3 )

侧脸项 目
X S X S

Q l 2 C 2
.

3 Q l 3 P ,

X 5 X 5 X S

一
一一

~ ~ ~~ .
一

.
一

.
一

~ ~~ ~
一

~ ~

X S

.aC介J内O介舀nQ勺山口a

…
ō

.勺行̀目八00

户台paUQ俘̀,It了, .人6
.

…
,上.自.1决“

紧张
一

焦虑

抑郁
一

沮丧

愤怒
一

敌意

疲劳
一

惰性

有力
一

好动

慌乱
一

迷惑

17
.

2

16
.

7

19
.

8

17
.

5

16
.

9

15
.

3

14
.

9 3
.

4 2
.

3 0

1 0 9 ?
.

0

仑
.

08

5
.

13

1 0
.

2

8
.

8

9
.

5

6
.

8

7
.

8

7
.

4

?
.

5

3
_

9

1 5
.

8

1 4
.

2 :
’

:

6
.

9

8
.

0

1 0
.

5

7
.

5

16
.

6

6 3

5
`

0

9
.

9 1

6
。

2 5

6
。

5 0

8
.

1 0

0
.

6 4

9
.

2 9

< 0
.

0 5

> 0
.

0 5

< 0
.

05

》 0
.

05

> 0
.

肠

> Q
,

0 5

< 口
.

0 1

< 口
.

0 !

< 0
.

0 1

< j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尸0一了冉匕,1

.̀1dl

注
:

Q 为 F检验两两 比较
,

Q l
.

2为超标组与未超标组比
,

Q 2
.

3为未超标组 与对照 组比
,

Q l
.

3 为超标组与对照组比
,

P 优嵌

次类推
。

夕
.

3
.

2 数字跨度
、

平均反应时
、

数字译码
、

目标追踪 度外
,

均有显著差异 , 超标组与未超标组相比
,

除反

I
、

B e nt o n 视觉记忆
、

手提转捷度与空气中锰浓度 应时有差异外
,

其它各项二组 得 分 均 无 差 异 (见

关系 超标组和未超标组同对照组相比
,

除手提转捷 表 7)
。

衰 7 行为功能测验结果与空气锰浓度比较表

l超标组 ( n 二 3 2) 2未超标组 帆
二 3。 ) 3对照组 ( n 二 5

.

2 )

测验项 目 Q卜 : Q 2
.

3 Q :
,

3 P i
.

: P z
.

3 P ,

一一一
一

XS一XS
X 5 X 5 X S

- -一一~ - - - - - ~ - ~ - -一 - - -一

印曰
4
几一自̀汽七OU

…
nn.nó

数字跨度

平均反应时

数字译码

视 觉记忆

目标追踪 ,

手提转捷 度

15
,

6 2
.

1 1 5
.

6 2
.

8 1 7
.

8

6 3 0
`

0 1 0 1
.

1 5 5 2
.

9 17 5
.

9 3 G4
.

2

34
,

3 7
.

8 3 8
.

2 8
.

6 4 4
.

6

6
.

9 1
.

7 7
.

3 1
.

6 9
.

0

2 1 9
.

3 3 2
.

9 2 1 6
.

1 2 8
.

1 2 3 6
.

9

3 7
.

9 4
_

5 3 8
.

7 4
.

8 3 9
.

3

2
.

8

1 16
.

8

1 4
.

5

1
.

1

2 8
.

6

5
.

1

0
.

4 2

3
.

2 6

2
_

17

3
.

13 3
.

0 0

8
.

0 0 1 0
.

8

3
.

56 5
.

4 8

4
.

3 3 4
.

8 1

3
.

3 6 4
.

17

0
_

6 2 1
.

3 9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 0
.

05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3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灯0
.

0 1

> 0
.

05

注
:

Q 为 P检验两两比 较
,

Q , : 为超标组与未超标组相比
,

0 2
.

,为未超 标组 与对照组 比
,

( 、 , 为超标组 与对照组比
,

P健

依此类推
.

3 讨论

行为毒理学是研究环境 中不良因素对动物和人的

行为作用的学科
,

主要是运用心理学
、

行为科学及生

理学的方法
,

研究环境因素在低剂量时对精神活动和

神经 生理功能的影响
。

1 98 6年 W H O拟出一 套用于职

业人群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方法
,

来评价化学因素对

接触者的神经毒作用
。

本次测验基本上采用了 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测验方法
,

对电焊作业人员进行了行为

功能测验
。

W H O N C T B 操作简便
,

且可 排除性别

等混淆因素干扰
。

本研究受检对象年龄跨度不大
,

并

均衡了主要的有关影响因素
,

结果可 比
。

由本研究所

揭示的电焊工与对照组间
,

在情感状态及注意力
、

视

觉感知
、

记忆力
、

反应速度
、

运动稳定性等神经行为

功能测验结果中
,

均出现非常显著差异
,

表明 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测验方法能够敏感地反映出职业性接触

毒物工人的神经行为功能改变
.

从事电焊作业平均工

龄 1 0
.

7 士 7
.

5年的此康工人
,

在未出现锰中毒等临床

症状前
,

神经行为功能己有明显改变
,

即出现神经损

害的亚临床症状
。

由此提示
:
若能深入研究

,

明确神

经行为功能改变与诸职业因素间关系
,

将对 日前锰中

毒的神经损害的亚临床庄状判定
,

提供有效的早期的

简便检查指标
。

本次测验简单反应时较其它文献报道慢了一些
,

可能与我们所用仪器有关
,

我们所用 S M R 视觉反应

仪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产 E P 一 202 等型
一

号比较
,

没有

减除按钮动作所占用的时间
,

故反应时较慢
。

但芳虑

设立了对照组
,

故结果可比
。

反应眼
一

手快速协调能力的手提转捷度测试
,

本文

结果阴性
,

可能在所测试的浓度范围内
,

锰对机体眼

一
手协调能力影响不大

。

分析行为功能表现与空气中锰浓度关系可见
,

电

捍作业的超标组与未超标组间
,

除反应时测验项有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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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外
,

其它各测验项均无显著差异
,

可能与本次

调查分组条件过于粗略有关
,

尚待进一步探讨
。

4 小结

应川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测验组合对电焊工及对

照组进行检杏揭示
:
电焊工与对照组在情绪和行为功

能方面均有非常显著差异 ; 长期从事电焊作业可引起

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性改变
.

锰含量未超标作业环境
.

电焊工即可出现情绪与行为功能改变
。

行为功能测脸

有可能作为电焊作业职业危害早期检测指标
。

(本文承蒙钱 明副主 任医师指导
,

特此致 谢
。

》

羽毛作业职业危害的调查

济宁市郊区卫生防疫站 ( 2 721 01 ) 刘家志 陈允敬

济宁市卫生防疫站 邹立海 成 岩

近年来羽毛作业的职业性危害己逐渐引起人们的 击打家兔延髓将兔处死
,

取其肺脏
,

常规苏 木 素
一

伊

关注
。

为探讨羽毛作业对工人健康的危害
、

研究发病 红染色 (H E ) ,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的规律及采取预防措施
,

我们于 1 9 84~ 19 89年对我市 1
.

5 家兔血清铜兰蛋白测定
。

某羽毛 (绒 ) 加工厂进行 了调查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1
.

6 预防措施 采取密闭通风除尘和湿式作业 进 行

1 材料与方法 效果观察
。

1
.

1 现场卫生学调查 用滤膜称重法测定了粉 尘 浓 2 结果

度
,

用醋酸丁醋溶解测定了粉尘分散度 , 用焦磷酸重 2
.

1 现场卫生学调查

量法测定了粉尘中游离
`

51 0 , ;
川营养琼脂培养基及 2

.

1
.

1 五年的粉尘浓度资料
,

大羽毛分毛平均 1“
.

8

孟加拉红培养基
,

采用五点法暴皿 3分钟
,

计细菌数及 m gm/
, ,

小羽毛分毛平均 15
.

l rr 唱/m .o

鉴定霉菌种类
。

2
.

1
.

2 羽毛尘有机物高达 90 % 以上
。

粉尘中 游 离

1
.

2 临冰检查 进行问诊及内科
、

耳算喉科检查
。

51 0 . 重量差别较大
,

大羽毛飘尘为 29 %
,

小羽毛及

1
.

3 胸部 X 线 参照国家尘肺诊断标准
,

由济宁市 其降尘中仅 2~ 7 %
。

尘肺诊断小组用双盲法诊断
,

两组诊断相同者
。

2
.

1
.

3 粉尘分散度直径 5料m 以下者占93 %以上
。

1
.

4 现场动物染尘试验 ( 1 ) 染尘方法
:
将比利时 2

.

1
.

4 1 9 8 5
、

1 9 89两年测定车间空气中杂菌数为 9 00

种属家兔雌雄 17 只 (年龄 3个月
,

重量 1
.

5 公斤 ) 随 ~ 1 5 6 8 0个 /m
, ,

霉菌主要为青霉菌
、

曲毒菌
、

旅 刀

机分为两组
,

第 1 组 9 只
,

第 2 组 8 只 , 另设对照组 霉菌
。

4 只
。

实验组放置 于羽毛 作业车问现场染尘
,

第 1 组 2
.

2 临床检查

i 个月
,

第 2 组 3 个月
。

( 2 ) 病理切片染色方法
:

临床症状与体征见表 1
。

表 1 临床症状与体征

体垃
工 种

人数

症 体 征

. . 口. . ~ 口~ . . . . . . . .

症 状 体 征

商一
/o

罗一
l

咳 嗽 咳痰 胸 闷 气短 头痛 头晕 脚痛 咳血 呼吸音 粗祖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写 例 % 例 % 例 ,百 例 % 例

弃炎

例 %

叨 炎

例 %

小羽 毛组 1 57 3 3 5 2
.

8 7 5 9 3 7
.

5 8 3 0 1 9
.

1 1 2 1 13
.

3 8 3 8 2 4
.

2 0 3 9 2 4
.

8 4 1 5 9
.

5 5

大羽毛组 2 7 9 3 3
.

3 3 5 18
.

5 2 2 7
.

4 1 1 3
.

7 0 3 1 1
.

1 1 4 1 4
.

8 1 0 0

对 照 组 4 5 7 16
.

5 6 4 8
.

8 9 1 2
.

2 2 1 2
.

2 2 8 1 7
.

7护 5 1 1
.

1 1 1 2
.

2 2

5
.

7 3

0

2
.

2 2

2
.

5 5 1 1 7
.

0 1 ] 0 6
.

37

1 1
.

1 1

2
。

2 2 1 2
.

2 2

显 共性检验
:
大羽毛组与对照组比较

,

除鼻炎 显

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外
,

其余差异不显
一

著
。

小羽

毛组与对照组 比较
,

咳嗽
、

咳痰
、

胸闷
、

气短
、

头晕

等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其余差 异不 显普
。

2
.

3 胸部 X 线表现

摄胸片 16 8人
,

男 39 人
,

女 12 9 人
,

年龄30 一”

岁
,

平均 球8
.

3 6 岁
,

专业工龄 5 ~ .12 年
,

平均2 0
.

5 7

年
。

经诊断有88 例胸片异常
,

其中羽毛 尘肺 8 例 (I

期 6 例
,

I 期 2 例 )
。

8 例病人专业 工 龄
,

22 年 1

人
,

3 0年 2 人
,

35年 3 人
, 4 0年 1人

,
理2年 1 人

。

0
今

3 3例
。

胸部 X 线改变 以肺纹理和肺野的改变比较明显
,

同时存在许多不规则阴影
。

肺纹理主要表现为增多
、

增粗
、

扭曲变型
,

网状阴影占招
.

8 % ( 65 例 ) ;
两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