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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高原病是长期生活在海拔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高原的世居者

或移居者， 对高原低氧环境逐渐失去习服而导致的临床综合

征［１］ 。 长期慢性低压缺氧刺激骨髓产生红细胞， 虽然增多的

血红蛋白有助于提高高海拔条件下血液的携氧能力， 但是过

度的红细胞会导致慢性高原病的发生［２］ 。 为预防慢性高原病，
青藏铁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３，４］ 。
其中轮休是对高原铁路工作人群采取的特有制度。 现就轮休

方式与高原作业职工血红蛋白异常率的关系作一探讨。
１　 对象与方法

选择在海拔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从事车务、 电务、 通信、 公安、
工务、 房建等工作的 ６４１ 名铁路男性工作人员进行研究。 轮休

方式分别为上 ３０ ｄ 休 ３０ ｄ、 上 ３０ ｄ 休 １５ ｄ、 上 ６０ ｄ 休 ３０ ｄ、
上 ４５ ｄ 休 １５ ｄ。 血红蛋白数据来源于西藏某医院、 青海省某

人民医院， 以血红蛋白 ＞ １７５ ｇ ／ Ｌ 定义为异常。 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元回归分析， 采

用双侧检验， 显著性检验水准取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以血红蛋白异常倾向为因变量， 轮休方式、 工作系统、
累计高原工作时间、 工作地海拔、 年龄、 籍贯为协变量， 进

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轮休方式、 工作系统对血红蛋

白异常倾向的发生有影响 （Ｐ＜０ ０５）。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对总体 ６４１ 名职工进行研究分析。

四种轮休方式的血红蛋白异常率分别为 ５８ ７７％、 ６２ ９６％、
６５ １０％、 ７０ ５９％， 呈上班时间与休班时间比值越大异常率越

高的趋势。 血红蛋白含量会随着海拔的增高而增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调整工作地点海拔、 工作系统后， 轮休方式中上 ３０ ｄ

休 １５ ｄ、 上 ６０ ｄ 休 ３０ ｄ、 上 ４５ ｄ 休 １５ ｄ 组血红蛋白异常率分

别为上 ３０ ｄ 休 ３０ ｄ 的 ２ ５６８、 １ ６３９、 ３ ４９０ 倍。 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轮休方式间血红蛋白异常率比较

轮休方式 β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上 ３０ ｄ 休 ３０ ｄ １． ００

上 ３０ ｄ 休 １５ ｄ ０ ９４３ ０ ０６０ ２ ５６８ （０ ９６１， ６ ８６１）

上 ６０ ｄ 休 ３０ ｄ ０ ４９４ ０ ０３６ １ ６３９ （１ ０３４， ２ ５９８）

上 ４５ ｄ 休 １５ ｄ １ ２５０ ０ ００９ ３ ４９０ （１ ３６０， ８ ９６１）

３　 讨论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大量的铁路工作人

员长期驻守在海拔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的铁路沿线。 其高寒缺氧、 低

压的恶劣环境直接影响着职工的身体健康。 为应对慢性高原

病死亡及延缓高原病的产生， 青藏铁路公司对海拔在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员工实行轮休制度。 现行轮休制度的制定是各工作系

统综合考虑海拔、 工作性质等相关影响因素， 且不断调整得

到的。
通过对不同轮休制度的研究， 可以看出血红蛋白异常率和

上班时间与休班时间比值大小成正相关。 上 ３０ ｄ 休 ３０ ｄ 的轮休

方式为最佳方式， 在海拔高于 ４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地区， 实行此种

轮休方式， 大大减缓了高原红细胞异常率的发生。 轮休至平原

或低地居住的工作人员血红蛋白异常率较低， 在不同轮休制度

间差异存在着统计学意义， 表明轮休对青藏铁路工作人员的血

红蛋白异常率有不同的减缓作用， 是较为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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