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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表明 , 高温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 , 其损害程度随着高温的暴露时间以及接触高温强度

的增加而趋向严重。 心电图改变主要为左室高电压 、 窦性心

动过缓 、 ST—T异常 , 左室肥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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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高温作业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我们对本地 3 家

铸锅厂的 222名高温作业人员的心电图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 现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铸造岗位工人 222 名为观察组 , 年龄 (32.5±8.4)

岁 , 高温工龄 (13.3±6.6)年;选择同企业非接触高温和其

他有毒有害因素的办公室 、 后勤人员 116 名为对照组 , 年龄

(33.4±7.5)岁 , 工龄 (14.5±5.7)年;均为男性 , 两组年

龄 、 工龄构成及劳动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两组人员均排

除工作前有心血管病史者 , 且无明显的内科疾患。

1.2　方法

1.2.1　WBGT 指数 (湿球黑球温度℃)测量　按照 GBZ2—

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和 GBT4200—1997

《高温作业分级》 的要求进行测定 , 并结合工人作业时间和高

温作业点进行高温分级。

1.2.2　心电图检查　采用日产6501型心电图机 , 对受检者在

静息状态下作 9 个常规导联记录 , 心电图分析以黄宛主编的

《临床心电图学》 为准。

1.2.3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经 SPSS10.0统计软件分析 , 采用 t 检验和χ2检验。

2　结果

2.1　现场气温测定

铸造岗位 18个高温监测点的WBGT指数平均为 27～ 37℃,

均超过 25℃, 高温作业分级 Ⅲ ～ Ⅳ级;而办公室 、 后勤部

(12个)WBGT指数平均在 17 ～ 22℃, 低于 25℃, 不属高温作

业岗位。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心电图结果

观察组工人心电图异常率 36.9%, 对照组心电图异常率

18.1%, 经 χ2 检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见表 1。

观察组中左室高电压 、 ST—T异常改变的检出率与对照组比较

明显增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心电图改变
观察组 (n=222)

例数 检出率 (%)

对照组 (n =116)

例数 检出率 (%)

窦性心律不齐 2 0.9 12 10.3

窦性心动过速 4 1.8 2 1.7

窦性心动过缓 24 10.8＊＊ 2 1.7

左室高电压 24 10.8＊＊ 2 1.7

左室肥大 9 4.1 0 0

心电轴偏移 3 1.3 1 0

ST—T异常 13 5.9＊ 1 0

其他 3 4.1 1 0

合计 82 36.9＊＊ 21 18.1

　　与对照组比较 , ＊P <0.05 , ＊＊P <0.01

2.3　高温作业工龄与心电图异常关系

高温作业工人随工龄增加 , 心电图异常人数有增加趋势 ,

经χ2检验 , P<0.05 , 见表 2。

表 2　观察组不同工龄心电图异常检测结果

工龄 (年) 受检人数 心电图异常人数 异常率 (%)

<5 28 2 7.1

5～ 50 8 16.0

10～ 47 14 29.8

15～ 44 22 50.0

20～ 53 36 67.9

2.4　不同高温作业环境工人的心电图改变

将观察组按WBGT指数分组 , 由表 3 可见 , 随着WBGT 指

数的增加 , 工人的心电图异常率增加 (P<0.05)

表 3　观察组不同高温强度与心电图异常检测结果

WBGT 指数 受检人数 心电图异常人数 异常率 (%)

27～ 29℃ 63 10 45.9

30～ 32℃ 71 26 36.6

33～ 35℃ 49 25 51.0

36～ 37℃ 39 27 69.2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发现 , 高温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检出率

(36.9%)显著高于对照组 (18.1%), P <0.01 , 其中以左室

高电压 、 窦性心动过缓 、 ST—T 异常 、 左室肥大为著。 据报

道[ 1] , 高温作业可致血黏度 、 总外周阻力升高。 心脏前负荷

增加 , 在心电图可表现为左室高电压 , 本组资料高温组左室

高电压改变显著高于对照组;左室高电压的进展结果是左室

肥大 , 本次调查中已发现 9 例左室肥大 , 平均工龄>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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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议应对已出现左室高电压的工人进行心电图追踪观察 ,

必要时 , 可暂离高温岗位。

3.2　据动物实验表明[ 2] , 热暴露后 , 大鼠心肌匀浆 、 肌质网

及线粒体中的 Ca2+-ATP酶活力下降 , 心肌钙调素含量减少 ,

而心肌细胞内钙代谢紊乱是导致心功能紊乱甚至心力衰竭的

重要因素。本调查发现ST—T 异常占 5.9%, 故提示应注意机

体降温工作 , 以减轻高温对心脏的损害。

3.3　心率是反映环境温度和劳动强度对机体所造成热负荷大

小以及心血管系统紧张性的指标之一。 据研究表明 , 人一般

在高温环境劳动数周时间 , 机体可产生热适应 , 心率明显下

降[ 3] 。本调查中 , 观察组窦性心动过缓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 , 与国内有关报道相一致[ 4, 5] 。

3.4　本调查表明 , 高温作业工人心电图异常率与高温接触时

间及高温强度相关 , 接触工龄越长 , 作业温度越高 , 心功能

受影响的程度趋向严重。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高温作业对心血管系统存在不良影

响 , 应加强心血管系统的监护 , 以确保高温作业工人身体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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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椒江区有毒有害企业职业卫生现况调查

Present status survey on occupational health of the enterprises with toxic or harmful

agents during production in Jiaojiang district of Tai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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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椒江区卫生监督所 ,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采取现场调查的方法 , 对椒江区有毒有害企业职

业病防治工作的组织机构 、 职业健康档案 、 职业防护措施 、

车间空气监测结果等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 全区有毒有害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发展不平衡;化工行业相对其他行业较正

规 , 资料档案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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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和掌握椒江区有毒有害企业 《职业病防治法》 实

施以来的职业卫生工作情况 , 我们于 2004 年对全区 240 家有

毒有害企业进行了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基本概况

我区位于浙东沿海 , 经济比较发达 , 私营企业较繁荣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区各类企业约1 050家 , 从业人员约48 000

人;其中有毒有害企业约275 家 , 占企业总数 26%, 接触有毒

有害人员约11 000人 , 占职工总数 23%。现已向卫生行政部门

申报的有毒有害企业240 家 , 申报率为 87%。有毒有害作业主

要分布在化工 、 家具 、 眼镜 、 制鞋 、 纺织机械等行业 , 职业

危害因素主要有三苯 、 粉尘 、 氨 、 酸 、 碱及噪声等。

2　调查对象 、 内容与方法

2.1　对象

全区已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的有毒有害企业 240 家。其中

化工行业 54 家 , 家具行业 70家 , 眼镜行业 18 家 , 制鞋行业 3

家 , 纺织机械等其他行业 95 家。

2.2　调查内容与方法

职业病防治管理机构或组织 、 计划和方案 、 专兼职职业

卫生专业人员 、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 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情况 、 警

示标识落实情况 、 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 个人防护用品 、 车间

空气监测情况等。由区卫生监督所统一设计 “椒江区职业病

危害作业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 由卫生监督人员现场调查

后 , 记录并进行统计分析。

3　调查结果

3.1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有管理机构或组织 、 制订防治计划和方案以及职业病危

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企业 42 家 , 占 17%;其中化工行业 30

家 , 家具行业 5 家 , 眼镜 、 制鞋及其他行业 7家。配备卫生专

业人员的企业只有 13 家 , 占 5%;其中化工行业占 11 家。 已

建立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企业共有 38 家 , 占 16%;其中化

工行业 25 家。

3.2　职业危害防护情况

有害作业点配备防护设施并正常使用的企业有 150家 , 占

62%。配备个人防护用品的企业 125家 , 占 52%。防护设施和

个人防护用品健全的化工行业有 42 家 , 占本行业 78% (42/

54);家具行业有 30家 , 占本行业 43% (30/ 70)。已设置警示

标识的企业有 49 家 , 占 20%;其中化工行业 45 家。

3.3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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