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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淬火屏蔽防护效果

电场强度 ( V/ m)磁场强度 ( A/ ) m

测点

—
E IE a :E ( %) ( %)

. 0仪

操作位
:

头

胸

腹

均值

淬火变压器

感 应 线 圈

观 察 窗

输 出 馈 线

1 10

2 10

2 10

1 16
.

6

l
.

1
.

1
.

1
.

3
.

2
.

1 5

20

O
.

O
.

98
.

7 6

l 5

l 6

9 9

98

20 4

18 0

120

O
.

O
.

98

9 7

67

8 0

15

20

8 9

98

0 O

7 6

8 10 0

98
.

3 7

9 9
.

12

9 9
.

0 0

8 9
.

9 7

8 9
.

7 5

8 9
.

8 9

8 9
.

3 3

8 9
.

8 79 6
.

0 0

表 3高频焊管屏蔽防护效果

电场强度 ( v/ m)磁场强度 ( A/ m)

测点
aE ( %) aH ( %)

焊接位
:

头

胸

腹

均值

输 出 馈 线

焊 接 头

焊接变压器

50 0

0 0 5

0 0 1

0 3 3
.

3

0 0 0

0 2 5

8 23

9 9
.

7 6

9 9
.

9 5

98
.

8 0

9 9
.

9 0

9 7
.

70

9 6
.

40

9 6
.

29

20

2 5

O
.

0
.

12

9 1

0
.

4

0
.

47

3 5

2 5

2 2

O
.

O
.

2
.

98
.

0 0

98
.

40

9 6
.

8 0

9 7
.

5 5

98
.

29

8 9
.

60

8 8
.

8 9

率提高了 6 1%
。

由于该振荡器输出电压不变
,

该机单

位时间内耗电量也不变
;
焊接速度提高了 16 %

,

使完

成同一定额工量焊接时间缩短
,

使电能节省 16 %
。

3 结语

经对我市高频塑料热合
、

高频淬火和高频焊管 设

备采 用高频阻波抑 制器及屏蔽防护综合措施后
,

效果

明显
。

最高 屏 蔽效率分别达到 71
.

18 %
、

99
.

78 %和

9 9
.

9 5%
,

最高磁场屏蔽效率分别达到 89
.

77 %
、

99 %

和 98
.

40 %
。

有效地控制了高频电磁辐射对工人作业

环境的污染
,

且高频焊管提高工效 16 %
,

取得了显著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收稿
: 1 9 9 4一 1 1一 2 1 修 回

: 1 9 9 5一 0 9一 14 )

高空作业对机体神经行为和心血管功能影响的研究

上海建工医院 ( 2 0 0 0 8 3 ) 罗法文 徐黎明 徐锦中 陶为衍 徐顺 勇 俞阳明

在日益增多的高空建筑施工环境下
,

对作业 人员

如何开展安全和健康监护一直是安全与卫生部门所关

心的问题
。

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是国内少 见的高空建

设项 目
,

混凝土结构施工高达 35 0 米
。

我们通过采用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 (w H O
,

N C T B ) 及某些生理指标测量来了解塔顶施工人员的

神经行为变化和 高空作 业对 人体某些生理机能的 影

响
,

从而为今后制订高空作业安全与卫生防护措施提

供一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测试对象
:

观察组为电视塔施工的高空作业男性

建筑工 人 31 名
,

平均年龄为 27
.

03 士 8
.

30 岁
,

对照组

为地面作业的其他男性工人 29 名
,

平均年龄为 27
.

21

士 8
.

4 4 岁
。

两组年龄
、

文化程度构成无差 异 ( 尸 >

0
.

0 5 )
。

全部测试对象选择均通过较全面的健康检查
,

未

发现有任何听觉
、

视觉
、

运动障碍及全身性疾病
,

测试

前 4 小时无饮酒或服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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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高空施工方法
:

在两个面积分别为 3 82平方米和 电图 Q一 T 间期
。

严格按 W H ON CT B 测试规定
,

所有

201 平方米钢结构平台上
,

其四周采用 2 米高的钢丝 测试均在同一 医生
、

同一环境
、

同一条件和同一台仪

网 围绕
,

以减少高空作业人员心理上的恐惧感
。

作业时 器
,

分别按高空 170 米
、

250 米和 3 30 米三个不同高度

间无固定
,

一般为每 日 4 一 5 小时
,

个别因施工需要延 在工后进行
。

观察组生理指标在塔上进行检测
。

长至 10 小时以上
。

资料分析均用 F 检验和 q 检验
。

1
.

3 测试项 目和方法
:

N C T B 测试项 目包括情感状 2 结果

况
、

简单反应时
、

手敏捷度
、

数字译码
、

数字跨度
、

视 2
.

1 神经行为功能

觉保留和 目标追踪等
。

生理指标测试有血压
、

心率及心 2
.

1
.

1 情感状况 见表 1
。

表 1 情感状况结果分析 (得分 ) (又士 S D )

组别 人数 紧张 抑郁 愤怒 精力充沛 疲劳 困惑

3 3 0 米组 2 5 1 2
.

5士 3
.

8 2 1
.

0士 6
.

4 1 7
.

7士 6
.

0 3 2
.

2士 5
.

6
` ’

1 0
.

7士 3
.

2
`

9
.

2士 2
.

6

2 5 0 米组 3 1 1 3
.

0士 3
.

2 1 9
.

3士 4
.

7 16
.

8士 4
.

8 3 2
.

7士 4
.

5
’ `

1 0
.

3士 3
.

1
’

9
.

3士 3
.

6

1 7 0 米组 3 1 1 2
.

9士 4
.

1 20
.

5士 6
.

6 1 6
.

7士 6
.

6 3 3
.

0士 6
.

0 “ 9
.

6士 2
.

3
’

9
.

5士 2
.

9

对照组 2 9 1 1
.

5士 1
.

9 18
.

9士 4
.

3 1 5
.

3士 3
.

1 28
.

1士 5
.

7 8
.

8士 1
.

9 8
.

6士 2
.

6

注
:

各组与对照组相 比
`

尸 < 0
.

05 ;
“ ’

尸 < .0 01
。

2门
.

2 神经行为 手敏捷度习惯用手和非习惯用手

得分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
,

且随着高度升高呈下降的

趋势
,

经 F 检验和 q 检验 330 米组得分显著低于 170

米组和对照组 (尸 分别 < 0
.

01 和 0
.

0 5 )
,

见表 2
。

而简

单反应时
、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保留及 目标追踪

等各观察组与对照组均无明显差异 ( P > .0 0 5 )
。

2
.

2 心血管功能指标

33 0 米
、

25 。 米作业的观察组血压和心率明显高于

地面对照组 (尸 < 0
.

0 1 )
,

舒张压和心率随着高度的上

表 2 手敏捷度测试结果分析 (得分 ) (又士 S D )

组别 人数 习惯用手 非 习惯用手

3 3 0 米组

2 5 0 米组
1 7 0 米组

对照组

2 5

3 1

3 l

2 9

4 1
.

7士 4
.

7
价 价

4 4
.

7士 4
.

8
菩 .

4 5
.

2士 5
.

8二
4 6

.

3士 3
.

7

3 9
.

9士 3
.

7
. 书

4 2
.

0士 5
.

2
.

4 3
.

2士 5
.

4
门

4 3
.

5士 4
.

0

餐

尸 < 0
.

0 5
, 长 ’

P < 0
.

0 1
。

升呈增高和 加快趋势
。

Q一 T 间期值各组之间差异不

明显 (尸 < 0
.

0 5 )
,

见表 3
。

表 3 生理指标测试结果分析 (又士 S D )

组别

3 3 0 米组

2 5 0 米组

1 7 0 米组

对照组

人数

2 5

3 1

3 l

2 9

收缩压 ( k P a )

1 6
.

6士 1
.

7
份 玲

16
.

6士 1
.

4
任 备

1 4
.

1士 l
,

2

1 4
.

9 士 1
.

4

舒张压 ( k P a )

1 1
.

1士 1
.

6
. 份

10
.

2士 1
.

1
’ 门

9
.

8士 1
.

0

8
.

9士 1
.

2

心率 (次 /分 ) Q一 T 间期 ( m
· S

)

7 9
.

7士 1 1
.

1
香

7 3
.

3士 9
.

7

7 1
.

2士 7
.

0

3 1 0士 3 0

3 3 0士 4 0

3 4 0士 2 0

各组与对照组相 比 “ 尸< 。
·

01
。

3 讨论

本文受检对象均衡了性别
、

年龄
、

文化程度
,

两组

受检对象相 匹配
,

又在同一条件下进行检测
,

故可 比性

强
。

由于行为功能测试具有灵敏
、

简便
、

对受检者无损

害等优点
,

故近年来在预防医学领域中逐步得到推广

应用
。

本文测试结果显示观察组精力充沛感得分较对

照组高
,

而疲劳感的得分也较对照组高
。

我们认为在高

空施工作业中
,

虽然周围是封闭的或有遮栏措施
,

所处

的环境比较安全
,

但是由于高 空作业是一个特殊的作

业环境
,

施工人员必须高度警觉
,

保持一定的精 力
。

此

外
,

由于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应激反应有适应的

两重性
,

且人体对应激调节作用是有限的
。

在调节作用

限度内人体不适应性逐渐增强而致疲劳感亦增强
,

所

以观察组的疲劳感得分也大于对照组
。

手敏捷度得分观察组较对照组低
,

且有随作业高

度的上升而呈减少趋势
。

该指标提 示
,

高空作业可能会

影响作业者眼一脑一手的协调能力
,

其原因有待进一

步研究
。

血压和心率观察组明显高于和快于对照组
,

且随

高度上升而增高和加快
,

其原因可能是高空施工人员

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

机体交感神经兴奋与肾上腺素分

泌增 强之故
。

综上所述
,

高空作业对施工人 员的某此神经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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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心血管功能存在着一定的不 良影响
,

因此对于从事

高空作业人员除了要采取一些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和

认真做好就业前的各项体检外
,

还应在作业过程中对

其实行必需的健康性监护
,

对一些高空精细作业者更

应予 以关心
,

注意不要过于疲劳
,

确保他们健康状况一

直处 于较好状态
,

以免导致一些不安全的后果
。

(收稿
: 2 9 9 5一 0 5一 2 3 修回

:
1 99 5一 1 0一 0 8 )

铬酸雾对小气道功能的影响及可逆性的探讨

上海闸北区中心医院 ( 2 0 0 0 7 0) 周金兰

近年来
,

关于有害气体对气道
,

特别是对小气道功

能影响的研究越来越被重视
。

作者连续三年 ( 1 9 9 1一

1 9 9 3 年 ) 对 85 名镀铬工每年作一次小气道功能的检

测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并将铬酸雾对小气道功能的影

响及其引起的损害是否可逆进行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一般概况

接触组为三个工厂的电镀工
。

车间均为高大宽敞

的新式厂房
,

镀缸装槽边吸风
,

电镀液表面加抑雾剂
。

车间空气中铬酸雾浓度三年共测 128 个样品
,

其中超

标 4 个样品
。

三年均值经统计学处理
,

无显著差异
。

见

表 1
。

表 1 铬酸雾浓度现场测定结果 ( m g / m
3 )

年份

19 9 1

19 9 2

19 9 3

测定地点 样 品数 范围 超标数 均值

镀铬工操作带

镀铬工操作带

镀铬工操作带

4

7 2

5 2

0
.

0 0 0 7 ~ 0
.

0 0 2

0
.

0 0 0 3 ~ 0
.

1 3 2

0
.

0 0 0 3 ~ 0
.

0 5 8

0
.

0 0 7 9

0
.

0 0 9 1

0
.

0 0 5 3

1
.

2 对象 1
.

3 方法

接触组
:

取无器质性心肺疾患的专职镀铬工 85 使用 日本产 H l 一 298 型肺功能测定仪
。

选择最大

名
。

男 50 名
,

女 35 名
;

年龄 20 一 49 岁
,

平均 33
.

79 流量
一

容积曲线 (M E F v ) 中的认
。 、

亏
25

作为统计分析

岁
。

工龄 1一 2 5 年
,

平均 8
.

41 年
。

吸烟者有 38 名
,

均 指标
,

按性别
、

烟史分别将所测指标相应地与对照组以

为男性
。

及自身三年的数值对照 比较
。

以认
。

实测值 /预计值的

对照组
:

选不接触酸雾工厂 的工人 85 名作对照 百分比 < 70 为小气道功能异常的判定标准
。

组
。

年龄
、

性别及吸烟人数与接触组相仿
。

2 结果

接触组吸烟平均每人 15
.

5 支 / 日
·

对照组 16 支 / 2
.

1 接触组与对照组小气道功能指标 比较

日
.

两组 日平均量无明显差别
。

2
.

1门 接触组 与对照组 M EF v 均值比较 见表 2
。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 M E F V 均值比较 ( X 士 )S

指标 年份 男不吸烟

接触组

男吸烟 男不吸烟

对照组

男吸烟

(刀 = 1 2 ) ( n = 3 8 ) (
n
一 3 5 ) (刀 = 12 ) ( n = 3 8 ) ( ” = 3 5 )

19 9 1 3
.

3士 1
.

5 5
备 ’

3
.

0 6士 0
.

8 3
件 份

2
.

2 2士 0
.

7 5
书 备

v s o 1 9 9 2 3
·

7 4 士 1
·

8 5
书

3
·

5 8士 l
·

2 6
` .

2
.

7 9士 0
.

9 9
“ `

1 9 9 3 4
.

2 3士 1
.

6 0
`

3
.

8士 1
.

0 2
’ .

3
.

0 9士 0
.

8 2
. 书

4
.

8 5士 1
.

19 4
.

6 1士 1
.

2 4 3
.

7 2士 0
.

7

1 9 9 1 1
.

0 6土 0
.

4 9
书 `

1
.

0 3士 0
.

3 8
“ `

0
.

6 4士 0
.

2 9 ”
v 2 5 1 9 9 2 1

·

4 8士 o
·

9 6
荟

l
·

1 4士 0
·

5 3
朴 件

l
·

0 1士 0
.

5 1 ”
1 9 9 3 1

.

7 4士 0
.

6 6 1
.

5 5士 0
.

5 5
`

1
.

3 9士 0
.

4 8
“ 件

1
.

9士 0
.

53 1
.

8 2士 0
.

5 3 1
.

6 3士 0
.

4 2

接触组与对 照组 比较
`

尸 < 。
.

05
, ’ `

尸< 0
.

01
。

2
.

1
.

2 接触组 V
S。 、

V 25

均值三年自身比较 男吸烟

者及女性三年均值都有显著提高
,

经方差检验其中

1 9 9 3 年与 1 9 91 年相比具极显著差异
。

男不吸烟者三

年均值也呈增高趋势
,

但无统计学意义
。

2门
.

3 接触组与对照组小气道功能异常率比较 见

表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