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两组性激素和精液指标异常率的比较 %

组别 睾酮 促卵泡激素 促黄体生成素 精子活率 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 精子畸形率

观察对象 3.64 (2 /55) 19.64 (11/56) 52.73 (29 /55) 39.22 (20/51) 74.51 (38/51) 22.00 (11 /50) 17.39 (8/46)

轻度中毒 0 60.71 (17/28) 86.21 (25 /29) 82.76 (24/29) 93.10 (27/29) 30.77 (8 /26) 34.78 (8/23)

χ2 值 1.04 14.17 9.27 14.16 4.20 0.70 2.60

P值 >0.05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3　讨论

本调查对象在工作中接触金属汞 , 主要以汞蒸气形式经呼

吸道进入体内。 由于汞蒸气具脂溶性 , 致使 80%左右的汞蒸

气透过肺泡吸收入血 [ 1] 。 溶于血浆中汞可透过血脑屏障进入

大脑 , 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影响 , 干扰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激素的平衡 , 影响垂体前叶分泌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 ,

引起其水平下降 [ 2] 。另外汞能蓄积在睾丸。有大鼠染毒实验

证实 , 汞定位于睾丸的 sertoli细胞中的溶酶体 , 可使细胞功能

受损 , 影响生精发育 [ 3] 。王恩楷等报告显示 , 汞作业工人的

精液量 、 精子密度 、 精子数 、 活精数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

成素均较未接触汞人员有显著降低 , 精子畸形数显著增高 [ 4] 。

本文临床资料也显示汞作业工人的这些指标异常比例较高。

本文还探讨影响汞作业工人生殖系统检测指标异常率的

一些因素 , 通过对驱汞试验后尿汞水平分组 (主要反映体内

蓄积的汞)比较 , 性激素水平和精液水平的各指标异常率在

各尿汞水平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通过诊断分级对各指标进

行比较 , 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 、 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等

指标异常率随级别的升高而升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提

示体内汞可对生殖系统造成影响 , 但与其体内汞水平无显著相

关 , 是否与本文病例数偏少或与个体对汞的耐受性 、 日常生活

饮食习惯有关 , 有待进一步研究。轻度中毒患者可出现神经衰

弱综合征 , 眼睑 、 舌或手指震颤等神经方面的表现 , 可能是由

于汞进入大脑 , 引起神经损害 , 产生相应的症状 , 因此垂体前

叶分泌促卵泡激素 、 促黄体生成素减少的发生率也增加 , 影响

睾酮的合成 、 释放及精子的发育 、 成熟。但本文中睾酮降低与

垂体前叶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降低不成正相关 , 其机制有待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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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 收集部分省市卫生系统承担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专 /兼职人员的信息 , 统计分析参加

救援工作次数 、 承担工作任务 、 事故严重程度和可控制性 、

是否接受相关专业技能培训等影响因素与心身疾病 /症状发生

比率的关系。在 673人的答卷中 , 99人曾因出现应激反应相

关的健康问题赴医院就诊。职业应激反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参加救援工作次数越多 、 承担工作任务越接近事故中心 、 事

故越严重 , 发生心身疾病 /症状的比率越高;接受过相关专业

技能培训者发生心身疾病 /症状的比率较低。提示应对参加突

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专 /兼职人员加强相关技能培训 , 以适

应此类工作所致的高度职业紧张。

关键词:职业应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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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 , 卫生系统逐步加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以下简称突发事件)的体制建设 , 在国家 、 省级等卫生

部门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 编制了应急预案 , 增加了组织

机构和人员编制。突发事件救援队伍不断扩大 , 人员的职业

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 主要表现在个体在应激状态下出现

了一系列生理 、 心理反应 , 长期的应激反应影响救援人员的

身心健康 [ 1, 2]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 收集到宝贵的资料 , 分

析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职业应激的影响因素 , 为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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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职业健康心理问题提供可靠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2007年对浙江省 、 湖北省 、 山东省的卫生系统内 , 承担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专 /兼职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受调查

对象包括:(1)卫生行政部门中卫生厅 (局)应急人员和卫

生监督所应急人员;(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职业病防治机

构中现场调查人员 、 处置人员和采样与快速检验检测人员;

(3)参与突发事件现场救援的 “ 120” 急救人员 , 包括参与

救援的医生和护士。

1.2　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及行为习惯 , 应急救援工作

的风险性与个人准备 , 职业应激反应 , 参加救援前后的健康

状况。共计发放调查表 673份 , 全部回收。使用 Epidata2.1

录入数据 , MicrosoftExcel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

2　结果

统计调查数据 , 共计有 99人出现心身疾病 , 比较参加救

援前后因以下心身疾病或症状到医院就诊的发生情况 , 出现

皮肤过敏 、 大量脱发 、 经常咳嗽 、 内分泌失调 、 慢性咽炎 ,

口腔黏膜溃疡 、 高血压 、 冠心病 、 慢性头痛或偏头痛 、 胃及

十二指肠溃疡或慢性肠炎 、 腰酸背痛 、 浑身无力 、 腹部疼痛 、

大小便不通畅或者排便不净等表现。

2.1　参加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次数与职业应激的关系

比较参加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次数与发生心身疾病的关

系 , 评估参加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次数与职业应激的关

系 , 可以看到参加救援工作次数越多 , 发生职业应激的可能

性越大 (r=0.975 7), 见表 1。

表 1　参加救援次数与心身疾病发生率的关系

参加救

援次数
调查人数

出现心身

疾病人数

心身疾病发

生率(%)

0 135 10 7.41

1 116 15 12.93

2～ 4 164 23 14.02

>5 241 51 21.16

2.2　不同工作任务与职业应激的关系

承担不同工作任务的救援人员的心身疾病发生率存在差

异 (表 2)。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 承担现场救治工作的人员发

生心身疾病的比率最高 , 其次是现场处置和调查评估人员;

越接近突发事件中心 , 救援工作状态更为危险和紧张 , 职业

应激反应也较为严重 。

表 2　不同工作任务心身疾病发生率比较

工作任务 调查人数
出现心身

疾病人数

心身疾病发

生率 (%)

后勤保障　　 27 1 3.70

现场处置　　 181 31 17.13

现场调查评估 131 13 9.92

随行　　　　 65 10 15.38

病人救治　　 90 28 31.11

2.3　参加救援事故的严重程度与职业应激的关系

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对救援工作人员心身疾病的发

生有一定的影响。救援人员发生心身疾病的比率随事故严重

程度的增高而增加 (r=0.991 6), 见表 3。由于本调查中参

加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救援的人员较少 , 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

偏差。

表 3　不同事故严重程度与心身疾病发生率关系

事故严重程度 调查人数
出现心身

疾病人数

心身疾病发

生率(%)

小型 228 29 12.72

中等 184 33 17.93

重大 84 22 26.19

特大 17 3 17.65

2.4　是否接受与突发事件救援工作相关的专业技能培训与职

业应激的关系

参加救援工作前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心

身疾病的发生率高于接受过培训的人员 (表 4)。

表 4　有无接受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对心身疾病发生率的影响

参加救

援次数

是否接

受培训
调查人数

出现心身

疾病人数

心身疾病发

生率(%)

1 没有 10 0 0.00

有　 103 14 13.59

2～ 4 没有 3 2 66.67

有　 160 21 13.13

>5 没有 11 4 36.36

有　 228 46 20.18

3　讨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在较大程度上和较大范围内威胁到人

们生命和财产安全 、 引起社会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与运转机

制瓦解的事件 , 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 、 社会和个人心理都可

能造成严重冲击 [ 3, 4] 。它具有突发性 、 紧急性 、 高度不确定性

和社会的危害性等特点 [ 5, 6]。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格

局的变换 , 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更加频繁和复杂 , 可预期性

和可控制性更差 , 社会危害更加严重。卫生部公布 2008年 2

月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全国 (未含港澳台)17个省 (自

治区 、 直辖市)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报

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60起 , 报告病例 6 381例 , 死亡 54人;

共报告重大事件 3起 , 报告病例 3例 , 死亡 3人;共报告较

大事件 18起 , 报告病例 1 416例 , 死亡 25人;共报告一般事

件 39起 , 报告病例 4 962例 , 死亡 26人。

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具有高度紧张 、 快速反应和不确定性

等特点。现场救援人员面临救援时效 、 责任 、 家庭和社会等

多重精神压力 , 在救援活动中 , 身心产生紧张状态及其反应

(职业应激), 剧烈的 、 持续的情绪反应引起心理 、 精神和行

为问题 , 同时伴随着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的变化 , 促

进机体生理功能的改变乃至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 , 影响身心

健康 [ 7～ 12] 。

职业应激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将会影响现场应急救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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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能力 , 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和准确

处理。从本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 现场救援人员职业应激反应

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参加救援工作的次数 , 个体产生应激反

应的时间和频率;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 , 即可控制性;

承担的工作任务是否接近事故中心 , 即事件的危险程度和工

作负荷等。职业应激的某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予

以消减 , 比如通过严格的专业技能训练 , 提高救援人员的现

场处置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 并提高对突发事件和现场环境

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 可以起到减小职业应激反应的强度 、

降低心身疾病发生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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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湖南省尘肺数据信息库中 1954年至 2008年底

13 081例尘肺死亡病例的死因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尘肺的全死因 24种 , 前 3位死因是尘肺 (占 24.35%)、 肺结

核 (占 22.86%)、 肺原 性 心脏 病 和肺 循 环 疾病 (占

14.11%)。各期别尘肺前 10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不同年代尘

肺的前 5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上世纪 60年代以前 、 70年

代 、 80年代尘肺的第一死因是肺结核 , 上世纪 90年代和

2000年以后尘肺的第一死因是尘肺;矽肺和煤工尘肺的前 5

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矽肺的第一死因是肺结核 , 煤工尘肺

的第一死因是尘肺。 提示要加强尘肺患者的健康监护以及抗

结核和抗感染的治疗 , 防止并发症 , 降低病死率 , 延长患者

的寿命 , 提高生活和生存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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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是我国也是湖南省危害最为严重的职业病 , 为了解

其死亡原因 , 探讨死亡规律 , 为尘肺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湖南省 1954年至 2008年底报告的 13 081例尘肺死亡

病例的死因资料进行了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尘肺数据信息库 [ 1] 。

1.2　方法

将数据信息库中尘肺死亡病例的死因数据信息转换成

Excel电子表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尘肺及其不同期别尘肺的死因

按卫生部 《尘肺报告卡 》 所规定的 24种死因分类 [ 2] ,

13 081例尘肺死亡病例填报的死因共 24种 , 前 3位死因是尘

肺 (24.35%)、 肺结核 (22.86%)、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

疾病 (14.11%);各期尘肺前 10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其中

I期尘肺前 3位死因是肺结核 (20.07%)、 尘肺 (14.02%)、

其他 病 因 (13.46%);Ⅱ 期 尘 肺前 3 位死 因 是 尘肺

(32.21%)、 肺结核 (19.67%)、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

(14.26%);Ⅲ期尘肺前 3位死因是肺结核 (36.54%)、 尘肺

(33.66%)、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 (15.74%)。尘肺及

其不同期别尘肺前 10顺位死因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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