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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地区锌原叶琳测定正常值探讨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为了探讨大连地区不接铅正常人的红细胞内 Z P P

含量
,

我们自 1 9 89年 2 月开始
,

采用国产 X Y 一Z P P

B型血液荧光测定仪
,

对 6 33 名正常人作 了 Z P P 测

定
,

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测定对象 选择大连低压开关厂
、

大连轧钢厂非

接铅作业健康工人 48 4人
,

大连市劳研所身体健康 医

护人员 1 16 人
,

民航服务员 6人
,

其他单位 27 人
,

总计

6 3 3人为测定对象
。

其中男性 484 人
,

年龄 19 ~ 58 岁
,

女

性 149 人
,

年龄 20 一 54 岁
。

血红蛋 白均在 100 9 / L 以上
。

1
.

2 测定方法 采用国产 X Y 一 Z P P B 型血液荧光测

定仪
。

接通 电源后
,

预热 15 分钟
,

将一标准玻片放置于

进样台上 (数字向上 )
,

狱测定按钮
,

玻片 自动进入测定

室数秒后
,

数字显示器显示 出标准盖玻片的读数
,

玻

片 自动退出
,

将清洁的盖玻片放在进样台上
,

欺下测定

按钮
,

测得空白读数
。

取耳血一滴加在玻片上
,

使血液

铺满测量环区
,

面积要大于进样台透孔 (直径 S l r u l l )
,

按下 测量按钮
,

读出显示器的数字
。

计算公式为
、

Z P P值 = 样品读数 一 空 白读数 伽 g /g H b )

2 结果

对测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

结果见表
。

( 1 16 00 1 ) 田桂珍 夏丽娟

血液红细胞内Z P P 含量正常值 ( “ g/ g H b )

分组 例数 范围 中位数 95 % 上限 9 9 %上限

男 4 8 4 1
.

4~ 8
。

2 2
.

7 4
.

0 5
.

1

女 1 4 9 1
.

5一 8
.

1 3
.

3 5
.

0 5
.

连

合计 6 3 3 1
.

4 ~ 8
.

2 2
.

8 4
.

4 5
.

3

结果中有关男性与女性中位数的差别
,

经显著性

检验
, 材值 二 1

.

94
,

P ) 0
.

05
,

无显著性差别
。

将目前已经采用X Y 一 Z P P B 型血液荧光测定仪
,

并做出正常值的地区 比较
,

大连 地区 Z P P 正常值略高

于哈尔滨地区
,

低于西安地区
。

3 小结

用国产 x y 一Z P P B型血液荧光测定仪
,

对大连

地区 6 3 3名正常人红细胞内 Z P P含量测定
,

含量范围

在 1
.

4一 8
.

2拼g g/ H卜,
中位数为 2

.

8拼g /g H b
。

9 5% 上

限为 4
.

38 拼g/ g H b
,

99 % 上限为 5
.

2 7召g /g l l b
,

男女

之间无显著性差别
,

地区比较
,

大连地区 Z P P 正常

值略高于哈尔滨地区
,

低于西安地区
。

故此建议大连

地区 Z P P 正常值上限定为 5
.

5声g / g H b
o

灰色数列模型在预测尘肺病人数中的应用

江西省萍乡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 3 3 7 0 5 5 ) 刘 美金 陈忠夫

掌握尘肺病患病信息
,

预测发病规律是防治尘肺

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

为此
,

我们选 用按 《 全国尘肺流行

病学 调查实施方案》 收集的某市 1 9 7了年至 1 9 8 6年度尘

肺病人数建立的灰色数列模型 G M (1
,

D 为

Y ( t 十 i ) = 1 6 8 7 0
.

8 3 s 6 e o o 6 吕 2 8乙一 2 5 7 9 3
.

5 3 5 6

根据此模型对各年度尘肺病人数进行拟合检验
,

结果

见下表
。

进而外推预测 1 9 8下年至 1 9 5 0年的尘肺病人分别

为 2 2 0 1
、
2 3 6 0

、
2 5 2 6和 2 70 5人

,

与相应年度实际病人数

2 1 6 7
、

2 2 9 6
、

2 4 6 5 和 2 6 2 3 人基本相符
,

最大相对

误差为 3
.

1 3%
。

从表可见
,

预测数与实际数的符合率较高
,

其最

少(相对误差为 2
.

69 %
,

最小相对误差为。
.

06 %
.

预测估

计标准差为 2 1
.

26
,

精确度较好
.

灰色模型由于对样本

实际值 X
:̀ ,
与预测值 X

。亡,
的 比较

序 号 (t ) 9 I Q

实侧值 X (君)

预侧值 X ( , )

绝对误差 IX t 一 X t }

相对误差%

1 0 7 7 1 17 0

1 1 9 2

1 2 6 4

1 2 9 8

3 4

2
.

6 9

1 3 7 2

14 0 1

2 9

2
.

1 1

1 4 7 6

1 4 9 2

16

1
.

0 8

1 5毛2

1 5 8 3

0
.

0 6

15 9 1

16 7 8

13

0
.

7 7

1 E 0 5

1 7 8 3

2 3

1
.

2 7

1 92 4

1 90 0

2 4

1
_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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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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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和概率分布没有严格的要求
,

同时用递增序列可

使参差不齐的原始数据变成单调的数列
,

通过累加生

成的数列随机性弱化和规律性强化
,

达到降低误差的

目的
。

从本文所得的相对误差来看均小于 5%
,

减少了

残差的计算 , 加之外延预测可靠
,

预测方法简而易行
,

适于基层单位应用和推广
,

是某地区或某 部 门 制 订

综合防治尘肺措施
、

提供确切的近期内或若干年后的

尘肺患病数据的预测方法之一
。

结果提示
:
某市的尘

肺发病呈较快的上升趋势
,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
,

切实做好防尘除尘工作
,

以减少尘肺病的发生
。

v D T作业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 0 05 2) 余善法 刘 成 李 澡 王志炜 吴昌奇

洛阳市职业病防治所 戴瑞勤 王希珍

作者对视屏显示终端 (V i s u a l d i sP l a y t e r m in
-

a ls
,

以下简称 V D T ) 作业者的视觉
、

肌肉骨骼
、

中枢

神经系统及其他完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

现报告

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选扦忿2理名 V D T 作业者作为观察对

象
,

另选 14 。名普通办公室人员作为对照
,

观察组与

对照组间性别
、

年龄构成具有均衡性
。

1
.

2 资料收集 采用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收集

有关统计学特征资料
,

并询问视觉
、

肌肉骨骼
、

中枢

神经系统及其他症状注过去两个月内的发 生频度
。

1
.

3 资料分析 将对每个症状回答为
“

几 乎 总 是
”

(每周 凌次以上 ) 或
“

经常
”

(每周 2一 3次 ) 者视为

一个
“

病例
” ,

分析指标为各症状
“

病何
”

现患率
。

2 结果

V D T 作业者视觉系统症状眼灼烧感
、

眼痛
、

眼

胀
、

眼沉重感
、

流泪
、

眼分泌物多
、

眼痒
、

眼疲劳和

视物模糊等现患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
.

0 1)
。

应用

对数视力表对 V D T作业者的视力进行测试
,

将视力

) 5
.

。者视为
“

视力正常
” ,

视力 < 5
。

O者视为
“
视力

减退
” ,

发现视力减退组眼疲劳
、

眼胀
、

眼痛和视物

模糊症状现患率显著高于视力正 常 组 (P < 0
.

01 或

0
.

05 )
。

肌肉骨骼系统症状下背痛
、

手腕痛
、

上臂痛
、

前臂痛
、

臀痛
、

手掌痛
、

颈痛
、

肩痛
、

上背痛
、

手指痛
、

大

腿痛和头沉重感现患率两组间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 P < 0
.

0 1 ) ,

而小腿痛两组间现患率差异具有显著

性意义 ( P < 。
.

05 )
。

、门O T作业者中枢神经系统及其他

系统症状现患率均显著商于对照组 ( P < 0
.

01 )
,

结

果见下表
。

两组中枢神经及其他系统症状现患率比较

-

- - - - - -
-

V D T组 非 V D T组

症状

V D T组 非 V D T组

例数 率 ( % ) 例数 率 ( % )
P 值

.l3.13

.10.19

头痛

嘈睡

失眠

烦 躁

多梦

脱发

厌食

皮肤搔 痒

腹胀

7 3

9 2

通2
.

9

3 7
.

3 5

2 4
.

3 8

3 7
.

95

3 7
.

96

3 e
.

1 1

3 5
.

8 0

2 2
.

5 3

2 8
.

40

1 3

1 5

9
,

2 9

飞
_

7 1

1 0

1 9

1 9

17

2 1

14

2 7

1 4

5 7

1 2

1 5

5 7

1 4

OO

0 0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心1

< 0
.

0 1

O曰几口Oé几Q户0ttQUn口C̀门才n乙.0. .三,上1上,孟1上,上,上,二

3 讨论

研究发现 V D T 作业者视觉
、

肌肉骨骼
、

中枢神

经系统及其他症状现患率显著高于对照
,

提示 V D T

作业对健康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

视力减退组某些

症状的现患率明显高于视力正常组
,

表明 V D T 作业

者视觉症状的发生可能也与作业者本身的视力有关
,

提示 V D T 作业者应矫正视力
。

调查中发现 V D T 作

业场所的工作台及座椅缺乏调节性
,

这可能与 V D T

作业者肌肉骨骼系统症状现患率高于对照有关
。

V D T

作业者中枢神经系统及其他症状现患率的增高可能与

作业环境中微小气候不 良
、

长期固定姿势
、

负离子平

衡失调以及存在着职业心理精神紧张因素有关
,

其具

体原 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