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52

较大 (> 1 0 d B),

标准差亦较其他声源大 (0
。

8 ~

5
.

o d B )
,

属非稳态声源
。

磨粉机
、

印刷机
、

铸字机和

打煤机工作时
,

声压级随时变化较小 ( < 4 dB )
,

标

准差亦小 (0
,

1~ 1
.

o d B )
,

属稳态声源
。

对于稳态声

淑
,

三种读数法
,

尤其是随机值读数法检测均值与用

N L
一
n 同步检测均值的差别较小

,

且同一测点不同时

点所酗结果有一致性变化
。

即使是非稳态声源
,

随机

读数法检测均值与N L 一
n 同步检测均值之差值亦较稳

定
,

波动范围在0
.

2一 1
.

s d B之间
,

差值 95 %可信区

何为 5
.

5~ 。
.

g dB
; 而上

、

下限值读数法与最大值读数

法检测均值与N L一 n 同步检测均值之差值波动范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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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分别为
一 3

.

6~ 1
.

g d B 和 一 1
.

8~ 3
。

g dB
,

其 95 肠可信

区间较随机读数法大 ( 7
.

4~ 1
.

3dB 和 7
.

7~ 2
.

4dB )
。

可见
,

对于稳态声源三种读数方法均可使用 , 对于非

稳态声源
,

随机值读数法检测结果相对于其他读数法

更接近于作为比较基准的N L
一

11 检测结果
,

且随机读

数较准确
、

方便
、

易于掌握
。

因此
,

本文推荐 5 秒随

机值读数法作为工业噪声检测中的读数方法
。

(本研究得到长沙市职防所徐国范 医师
、

长沙市化工机

械厂职工医 院李凌宣 医师等 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 我系卫生统

计学教研 室黄正南教授指导 数理 统计
,

谨在此表示感谢
。

)

局部振动与噪声接触者心电图变化分析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530 02 1) 潘达颜 刘吉昌

我们对 56 6 名井下凿岩工的心电图改变进行了分

析
,

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56 6 名均为男性井下凿岩工
,

钻机为 K B M S Z 12

型
、

T Y 24 型和 7 65 5 型
,

Z 轴振动计权加速度范围

7
.

0~ 2 5
.

3m / S ’ ,

岩石硬度范围 3~ 22 (F )
,

噪声强度范

围8 6~ 1 17 dB ( A )
,

属中高频
。

工人每日接触振动和噪

声时间为 1
.

5~ 4小时
,

无任何个人防护措施
。

观察对

象年龄 20 ~ 54 岁
,

平均为38
。

4 士 5
.

6岁
,

作业工龄 1 ~

26 年
,

平均 9
.

7士 4
.

2年
。

对照组为井下 电工
、

测 量

工
、

调度
、

瓦斯等非钻工男性 106 人
,

年龄 22 ~ 51 岁
,

平均为 36
.

7士 4
。

5岁
,

工龄 1~ 30 年
,

平均 n
.

3 士 7
.

8

年
,

两组何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按临床常

规记录分析工人心电图
。

2 结 .

2
.

1 钻工组心 电图不同程度异常 21 1例
,

占受检人数

的37
.

3%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 7
.

9% (P < 0
.

00 1 )
,

且

以左心 室高电压为多见
,

共检出80 例
,

占14
.

1%
,

与

对照组 6
.

6%比较亦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

其他异

常有宾律不齐 (7
。
2 % )

、

心动过缓 ( 6
。

9% )
、

心动过速

“
.

2% )
、

传导阻滞 (2
.

5% )
、

左心室肥大 (1
.

4绍 )
、

S T一 T波改变 (0
.

9% )
。

2
.

2 钻工组大于 2 0岁年龄组检查 74人
,

心电图变化

29例
,

占3 9
。

2%
,

高于对照组的 15
.

4% ( P < 0
.

0 5 ) ;

大于 30岁年龄组心电图异常率为 3 6
.

8%
,

与对照组的

1 6
。

i % 比较差异显著 ( P < 0
。

0 1 )
。

2
.

3 1~ 5年工 龄组两组心电图异常率无统计学意义 ,

5 ~
、

10 一年 工 龄 钻工组异常率 分 别 为 3 8
.

6% 和

33
.

2%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 6
.

1%和 16
.

7% (P <

0
。

0 5 )
。

据报道局部振动作业噪声与振动联合作用对工人

心电图的影晌主要属于植物神经功能改变的范畴
,

一

般认为
,

以窦性心动过缓
、

心律不齐
、

室内传导阻滞

较多见
,

其次尚有心室肥大
、

不完全性房 室 传 导 阻

滞
、

S T一 T波改变等
。

本调查结果井下钻工心电图改

变以左心室高电压
、

窦性心律不齐
、

心动过缓为多见
,

其他还有心动过速
、

传导阻滞
、

左心室肥大和 S T一 T

波异常
,

心电图异常随年龄和作业工龄的 增 长 而 增

多
.

但除了左心室高电压外
,

其余心电图改变指标与

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

因此认为
,

上述心电图

改变尚不能排除凿岩工体力劳动强度较大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