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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作业对女工健康影响的调查
J

’一

州 l!,职业病防治 院 ( 5 1 0犯 0) 徐尚斌 方一波 陈美芳

为了进
一

步了解高频电磁 场对女工健康的彭响
。

我们于 19 91年 7 J]对广州某玩具厂高频环境和女工健

康进行了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1 内容与方法

1
.

1 生产环境的劳动卫生学调直

采用 R l 一 2型近 区场强仪测定高频作业 工人 胸 部

带高度电磁场
。

1
.

2 女工健康检查

1
.

2
.

1 调查对象 某玩具厂高频作业女工 50 名 为 观

察对象 , 另 以年龄相似的 6 5名非商频作业女工为对照

组
。

1
.

2
.

2 检查项 日 采用统
一

的询问表格进行职 业 史

及 自觉症状和体征的问询
,

重点了解中枢神经系统及

植物性神经等症状
,

并进行一般内科检查及心电图检

查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高频作业环境电磁场测定结果 见下表
。

高频机电磁场测定结果

漏 场
设备装置 (型号 ) 频率 ( k H z ) 功率 (认 z ) 测定部位 西夜

吸C l l l )

漏 场

电场 (V / m ) 磁 场 ( A /m )
’

八éO
内
UCé几舀,

曰,曰ó0六é八.八énóto勺̀,刁,口高频机 ( B 4 5 )

高频机 ( B 6 )

高频机 ( B 3 0 )

高频机 ( B i Z )

4 0

2 7
.

1 2

1 0 0 0

7 0 0 0

1 0 0 0

2 5 0 0

操 作位

操作位

操作 位

操作位

从表中可见
,

高频机磁场均未测出
,

而电场测出

最低30 V /m
,

最高 1 50 V /m
,

目前我国虽未制定 电 场

标准
,

参考根据苏联高频电磁波的非致热效应而订立

20 V /m 为卫生标准来衡量 4 台机电场均超出卫生 标

准
。

2
.

2 健康检查结果

2
.

2
.

1 高频作业女工与非高频作业女工 白觉症 状 及

体征阳性率调查结果表明
,

接触组出现头晕
、

头痛
、

心悸
、

腹痛症状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别有非常显著性

( P < 0
.

00 5)
。

肤端麻木
、

皮肤划痕异常亦高于对照

组
,

差别有显著意义
。

2
。

2
。

2 两组女工心电图检查结果
,

接触组心电 图 改

变高于对照组
,

差别有显著性 ( P < 0
.

0 0 5 )
。

3 讨论

该厂 高频车间通风环境差
,

机组距离密
,

各测定

点的结果以前苏联卫生 标 准 20 V / m
,

则 超 过 标 准

0
.

5 ~ 6
.

5倍
.

根据有关资料报道
,

高频电磁场对生物

的作用
,

主要是引起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机能障碍
,

植

物性神经功能紊乱
,

本次调查结果与资料报道基本相

符
,

只有女工月经改变与资料不太相符
,

是否因生产

场所电磁场漏能程度还没达到足可 以引起女工月经改

变
,

剂量效应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

综上所述
,

高频作业对人体的影响是 不 可 忽 视

介寸
。

接触氯化物工人心电图分析
河北省职业病防治所 ( 0 5 00 4 1) 刘美霞 崔力争

为了解氯化物 (氯化氢
、

纵 气
、

氯 苯
、

氯 联 苯

等 ) 对作业工人心电图的影响
,

本文对 4” 例接 触 氛

化物工人的心 电图进行了分析
,

报告如下
。

1 对像和方法

1
.

1 对象
:
从事抓化物生产的工人 4 99 人

,

平均工龄

10 年 ( 1 ~ 3 3年 )
。

另选非接触氯化物
,

其它条件与

接触组 啥本一 致的 2 00 名
_

I’. 人们对照组

1
.

2 方法
:

接触组与对照组均询间既往病史
、

职 业

史
,

作内科
、

五官科
、

肝功能化验
、

心电图 (采用 日

本产 6 5 1 1型心电图机
,

记录受检者在安静情况下作心

电图 ) 等检查
。

依据黄大显主编的临床心 电图诊断手

册规定标准进行诊断
。

2 结果

2
.

1 两组心 电 1月改变比较 见下表
。

接触组心 电 l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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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心电图改变比较

接触组 ( 4 9 9例 ) 对照组 (2 0 0例 )

类 型

— —
异常项次 检出率 ( % ) 异常项次 检 出率 ( % )

窦性心 律不齐 邪 10
.

6 5 2
.

5

窦性心动过缓 76 1 5
.

2 9 : 1 5

不完全右束 支传导阻滞 2 5 r 5
.

0 8 4
.

。

室性早搏 7 1
.

4 1 . 0 5

左 室高电压 71 3
.

4 3 1
·

5

心 肌供血 不足 01 2
.

0 3 1
.

5

低电压 2 0
.

4 0 0

完 全右束 支传导阻滞 5 1
.

0 0 0

窦性 心动 过速 4 0
.

8 0 0

合 计 1勺 9 3 9
.

9 2 9 12
.

5

异常项次检出率为 3 9
.

9 %
,

与对照组 12
.

5 % 比较有非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不显著 (P > 0
.

05 )
,

心 电图改变主

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1 )
。

要有窦性心动过缓
、

窦性心律不齐
、

不完 全 右 束 支

2
.

2 两组间按工龄分析
:

氯化物组心 电图改变 受 工 传导阻滞等
。

文献曾有急性氯气中毒者心电图 S T 一 T

龄影响
,

接触时间越长
,

影响越明显
,

但未见明显 的 改变的报道
,

其与一般肺心病急性呼吸衰 竭 的 心 电

年龄界线
。

对照组随着工龄和年龄的增长
,

心 电图有 图表现颇为相似
。

我们尚未见长期接触氯化物后心电

差异
。

图改变的报道
,

本文所见的心电图改变的真正价值有

3 讨论 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

本文结果显示
,

从事氯化物作业工人的心电图异 (参加该项工作 的人 员还有吴秋阁
、

秦愉荣等 同 志
,

在

常率明显高于未接触组的工人
,

但按工龄和年龄比较 此 一并致 谢
。

)

氯乙烯职业危害调查分析
店山市职业病防治院 (。 6 3。。 0) 刘玉华 蔡淑萍 边育红

唐山市骨科医院 汪 歧

长期接触氯乙烯对人体各系统有不同 程 度 的 影

响
,

有人称为氯乙烯病或氯乙烯综合症
。

现就对我市

某化工厂从事氯乙烯作业工人进行体检的情况
,

予 以

分析
。

1 对象与方法

观察组为该厂合成工段 (转化
、

压缩
、

分馏 )
、

聚合工段 (清釜
、

碱洗
、

离心
、

干燥
、

包装 )
、

化验

室
、

维修工段的工人和车间干部共 88 人
,

其 中 男 54

人
,

女 34 人
,

平均年龄 35
.

2岁
,

平均工龄 10
.

6 4 年
。

以性别
、

年龄
、

工龄结构相似的该厂 82 名办公室
、

托

儿所及后勤人员为对照组
。

两组均采用统一表格间诊
,

听诊
,

测血压
、

脉搏
,

查肝功
、

表面杭原
、

血色素
,

拍双手指骨片
;
并对车

间空气中氯乙烯浓度进行气相色谱分析
。

2 结果

2
.

1 1 9 9 1一 1 9 9 3年该厂化验室每 ,j[ 对 车 间 空 气
,
!
,

氯乙烯浓度检测两次
。

车问齐工段工作部位的认 乙烯

空气浓度 (m g /m
3 ) 三年平均值分别为

:
压缩室 3 6

.

“ ,

分馏室 29
.

14
,

聚合室 36
.

3 6
,

碱洗 8
.

20
,

千燥室 3
.

74
,

聚合操作间及压分操作间 (电钮控制 )分别为 12
.

74 和

10
.

36
。

其中聚合室三年中最高值分 别 高 达 72
.

32
,

8 7
.

4 0
,
2 9 9

.

3 8 ; 压缩室为8 8
。
8 9

, 6 8
。
1 0

,
2 6 1

。
0 0

。

2
.

2 观察组与对照组症状体征对比
:
观察组出现 的

头疼
、

头晕
、

失眠
、

多梦
、

四肢麻木
、

皮疹
、

脱发的

比例分别比对照组高5 8
。
5~ 8 2

.

9%
。

对照组未发现肝

大
、

手指骨片异常
,

而观察组有 5 例肝大
,

8 例手指

骨片异常
,

分别占体检人数的 5
.

7%和 9
.

1%
。

2
.

3 观察组中出现症状体征与工龄的关系
:

观 察 组

中工龄在 10 年以上者与不足 10 年者相比较
,

除多梦无

大差异外
,

其余症状体征分别为 2 8
.

1~ 65
.

1纬
。

出现

症状体征的 比例随着工龄增加而增大
,

但经统计学处

理
,

两工龄组 llrj 大多数无显著性差于异 ( P > 0
.

05 )
。

2
.

4 本次调 查发现肢端溶骨症 8例均为男 性
,

平 均

年龄 3 2
.

79 岁
,

平均工龄 1 3
.

58 年
。

X 线所 见
: 3 例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