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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5 例高温作业工 人的心 电图分析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1 16 0 0 1) 夏清凤

本文对 48 5 例高温作业工人的心电图进行了分 m i n)
,

空气 相对 湿度 45 % ( 35 一 56 % )
,

平均风速

析
,

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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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对 照组作业岗位平均温度 28 C (2 6~ 3 o C )
,

平均

1
.

1 对象的选择 热辐射强度 0
.

6 ca l c/ m
Z ·

m in
,

空气中相对湿度 41 %

高温作业组
:

某电瓷厂接触高温作业工人 4 85 人
,

(3 4 ~ 43 % )
,

平均风速 0
.

s m s/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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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s
)

。

其中男性 3 18 人
,

女性 167 人
,

年龄 20 一 60 岁
,

平均 1
.

2
.

2 体检

年龄 38 岁
。

工龄 5一 40 年
,

平均工龄 15 年
。

询问职业史并除外风心病
、

先心病等心血管疾病
。

对照组
:

同一工厂不接触高温作业
,

条件与高温组 按内科常规体检
。

用 日产 E C G
一

6 5 n 型 心电图机对受

大致相同的工人 3 77 人
,

其中男性 2 39 人
,

女性 13 8 检者作常规九个导联心电图描记
。

人
,

年龄 20 ~ 60 岁
,

平均年龄 32 岁
。

工龄 2一 30 年
,

2 结果

平均工龄 14
.

5 年
。

2
.

1 表 1 可看出高温组心电图有异常改变者 82 例

1
.

2 方法 ( 1 6
.

9 % )
,

对照组 15 例 (4
.

0% )
,

两者有非常显著的

1
.

2
.

1 生产环境条件测定 差别 (尸< 0
.

0 1 )
。

且可看出同一年龄段中高温组异常

高温作业岗位平均温度 38
.

S C ( 35 一 42 C )
,

平均 率除 20 一 30 岁显著高于对照组外
,

其余各组均非常显

热辐射强度 3
.

Z e a
l /

e m ,
·

m in ( 2
.

0 一 4
.

3 e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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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著地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1 )
。

表 1 高温组与对照组心 电图异常率的 比较

高温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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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温组心电图异常以 S T 一 T 改变为主
,

其

次还可见左室高电压
、

左室大
、

传导阻滞
、

预激综合症

等改变
。

S T 一 T 改变与对 照组 比较有非常显著差异

( P < 0
.

0 1 )
,

见表 2
。

表 2 高温组与对照组心电图检查结果

高高温组 对照组组 } 高温 组 对照组组

心心 电图改变

— ——
} 心电图改变

— ___
例例 % 例 %%% } 例 % 例 %%%

窦窦性心动过速 4 。
·

82 0 。。

】
传导阻滞

、

10 2
·

。6 5 1一一

交交界性心律 1 0
.

21 0 。。

{
S T 一 T 改变 3 7

’

7
·

6 0 3 。
·

, 。。

左左室高电压 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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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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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温作业工人的心电图异常改变有随工龄增长 3

而增高的趋势
。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
,

高温作业工人的心电图异常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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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显著地高于对照组 (尸 < 0
.

1 0)
。

异常率随工龄增长

有增高的趋势
,

提示高温对心血管产生了一定的损伤
。

异常心电图中以 S T 一 T 改变为主
,

其次是左室高电

压
、

左室大
,

传导阻滞等
。

S T 一T 改变是心肌缺血
、

损

害在心电图上的表现
,

可能是在热环境中
,

心室肌

A T P 含量减少导致的心功能下降所致
。

而左室高电

压
、

左室大与高温作业可致血粘度
、

总外周阻力升高
,

心脏负荷增加
,

引起心脏生理性肥大有关
。

传导阻滞
、

预激综合症等则是由于心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引起

的改变
。

综上所述
,

提示对高温作业环境采取隔热降温

措施对于减轻高温对心脏的损害是非常必要的
。

(收稿
:

1 9 9 4一 1 2一 2 8 修 回
:

19 9 5一 0 3一 2 8 )

三硝基 甲苯对作业人员生殖结局的影响

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5 0 0 1 0) 杨 春 冯克玉 刘春华 蒋 博 王纯会 贺 杰

哈尔滨市动力 区防疫站 顾宝云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刘元荣

近年来国 内外一些实验表明三硝基甲苯 ( T N T )

具有胚胎毒性和致畸
、

致突变效应
,

流行病学研究也发

现出生缺陷发生率增高
。

我国职业接触 T N T 人员较

多
,

为进一步证明 T N T 的生殖毒性对接触 T N T 人员

生殖结局进行调查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从事 T N T 作业一年以上 已婚男女职工为接

触 组
;
另选条件与接触组大致相同

,

不接触 T N T 及其

他对生殖机能有害因素者为对照组
。

1
.

2 方法

采用职业流行病学的方法
,

由专业人员采用单盲

法进行个案调查
。

观察及统计指标按全 国妇女 劳动卫

生学组制订的生殖流行病学调查中常用的指标及统计

方法计算
。

2 结果

2
.

1 工作场所空气中 T N T 浓度

所 测 车 间 空 气 中 T N T 平 均 浓 度 为 1
.

85 一

1 1
.

9 6m g /m
3 ,

平均超标 0
.

8 5~ 1 0
.

9 6 倍
。

2
.

2 T N T 对男工生殖结局的影响

对生殖结局可能有影响的干扰因素如妻子妊娠期

饮酒
、

患病
、

拍 X 光片
、

近亲结婚
、

先天异常家族史

等进行均衡性检验
,

两组间无显著差别
。

新生儿死亡率

及子代出生缺陷率 T N T 接触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
,

见

表 1
。

表 1 接触 T N T 男工妻子生殖结局与对照组 比较

接触组 对照组
义2 R R 9 5% C L

观察例数 阳性例数 (率 ) 观察例数 阳性例数 (率 )

早产 ( % ) 4 4 2 24 ( 1
.

6 6 ) 1 19 9 1 5 ( 1
.

2 5 ) 0
.

7 7 0
.

7 ~ 2
.

5

自然流产 ( % ) 4 4 2 5 9 ( 4 0 9 ) 1 19 9 4 6 ( 3
.

8 4 ) 0
.

1 1 0
.

7~ 1
.

5

出生缺陷 (%
。
) 3 7 6 18 ( 13

.

1 ) ( 4
.

3 ) 3
.

0 4 1
.

2~ 7
.

8

新生儿死亡 (%
。
) 1 1 ( 8

.

0 ) 1 15 2 ( 1
.

7 ) 4
.

7 0 1
.

2 ~ 18
.

0

长
尸 < 0

.

0 5

2
.

3 T N T 对女工生殖结局的影响

调查接触 T N T 女工对生殖结局可能有影响的干

扰因素如近亲婚配
、

先天异常家族史
、

妊娠期患病等进

行均衡检验
,

两组间无显著差别
。

接触组的早产
、

自然

流产
、

新生儿死亡
、

子代出生缺陷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见表 2
。

出生缺陷的类型无明显特异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