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趋势， ＡＬＴ、 血压异常率较对照组增加，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提示 Ｗｉ⁃Ｆｉ 测试工位低功率微波辐射对人体的外周血细胞

及肝脏和心血管系统可能会产生影响。 企业应对 Ｗｉ⁃Ｆｉ 测试工

位采取防护措施， 在满足工艺需求前提下， 对 Ｗｉ⁃Ｆｉ 测试工位

做好屏蔽； 控制工人接触时间； 为长时间、 近距离操作的作

业人员配备微波辐射防护用品， 如防护服、 防护眼镜等［１］ ；

定期组织接触微波辐射工人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发现职业禁

忌证、 职业病病人及时调离作业岗位， 以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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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细胞毒性药物调配人员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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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０）

　 　 摘要： 应用改良版 《焦虑自评量表》， 对某医院调配细胞

毒性药物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药护人员在正常职业防护条件

下调配细胞毒性药物时存在焦虑状态， 虽然经过专业的培训

与职业防护， 但是对细胞毒性药物的调配承受能力有限， 健

康心理状态下调配细胞毒性药物的工作量为 ２３ 袋 ／ ０ ５ ｈ。 建

议合理完善职业引导与工作量化安排。
关键词： 细胞毒性药物； 药护人员； 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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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是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 且多数是通过静脉输

注细胞毒性药物， 其调配质量与治疗效果、 不良反应密切相

关。 因药物的特殊性， 容易增加调配人员的心理压力。 本研

究针对本院细胞毒性药物调配人员进行焦虑自评分析， 总

结细胞毒性药物调配的最佳工作量及药护人员的心理状

态， 以保证药护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 促进临床用药安全

和效能。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调查对象为我院 ２０１８ 年 ３—６ 月从事细胞毒性药物调配的

药护人员 ５７２ 人， 其中女性 ５６９ 名、 男性 ３ 名， 年龄 （２８±
５ ６） 岁， 受教育程度为大专 １９７ 人、 本科 ３７３ 人、 研究生 ２
人， 从事细胞毒性药物调配工作 ２～１１ 年， 且通过细胞毒性药

物调配标准的培训考核， 日常心理状况测评为健康。 所有调

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方法　

共发放问卷 １ ２５８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２４７ 份， 有效应答

率 ９９ １３％。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３—４ 月发放 ５７２ 份 《焦虑自评量

表》 ［１］及 ５６２ 份 《焦虑状况影响因素分析表》， 确定调配细胞

毒性药物人员有无暂时的焦虑情绪及主要影响因素； ５—６ 月

根据调查确定的主要影响因素， 设计改良版 《焦虑自评量

表》， 调查我院从事细胞毒性药物调配周工作量≥１００ 袋的科

室， 回收问卷 １１３ 份。
《焦虑自评量表》 包括 ２０ 个项目， 焦虑影响因素主要包

括性别、 身体健康状况、 受教育程度、 情绪敏感度、 对职业

防护的可信度、 ０ ５ ｈ 内调配药物的数量、 工作操作流程的适

应性、 家庭环境。 改良版的 《焦虑自评量表》 依据临床用药

规律， 参考我院近期细胞毒性药物的调配数量， 参照细胞毒

性药物安全操作核心内容［２］设置调查前提， 自评每 ０ ５ ｈ 调配

细胞毒性药物的工作量分别为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袋时

的心理状态， 药品差异忽略不计。
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已经本院专家认定， 超过 ９０％的人

员满意， 信度检验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进行评价， 各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６２３～ ０ ８７４， 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和一致性。
１ ３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研员一对一询问， 讲解调

查目的及意义， 尽量避免干扰因素， 及时回收复核并进行逻

辑查错； 剔除存在逻辑错误及呈明显复制的无效答卷。
１ ４　 统计分析　

数据由 ２ 名人员录入，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 对影响因素结果进行列联表卡方检验分析， 对 《焦虑自

评量表》 （改良版） 结果进行模型拟合度分析。
２　 结果

本次调查 ＞ ５０ 分即有焦虑情绪的问卷共 １１４ 份， 占

１９ ９３％。 将 《焦虑自评量表》 得分与各调查因素得分进行

列联表卡方检验分析。 由表 １ 可见， 身体健康状况、 情绪敏

感度、 家庭环境、 对职业防护的可信度、 调配药物的数量为

医护人员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工作操

作流程的适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调配药物的数量对焦虑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依据 《焦

虑自评量表》， 拟合度最佳的三次方程 Ｙ ＝ －２ ７０８Ｘ＋０ １７７Ｘ２

－０ ００２Ｘ３＋４１ ７５８， Ｒ２ ＝ ０ ９９７； 可得焦虑自评平均为 ５０ 分

时， 每组 ０ ５ ｈ 配置数量为 ２３ 袋。 见表 ２。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 细胞毒性药物调配的药护人员可产生

短暂的调配焦虑情绪。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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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毒性药物调配人员焦虑状况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Ｐ 值

性别 ０ １２４

身体健康状况 ０ ０２２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８６

情绪敏感度 ０ ０１６

对职业防护的可信度 ０ ０１０

调配药物的数量 （＞３０ 袋） ０ ００７

工作操作流程适应性 ０ ０６７

家庭环境 ０ ０３０

表 ２　 《焦虑自评量表》 （改良版） 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方程
模型汇总 参数估计值

Ｒ２ Ｓｉｇ 常数 ｂ１ ｂ２ ｂ３

线性 ０ ９６９ ０ 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５ １ ３９５

对数 ０ ８６５ ０ ００１ －５６ ６３５ ３５ １７３

二次 ０ ９７４ ０ ０００ ４ ６６４ ２ ３８２ －０ ０１６

三次 ０ ９９７ ０ ０００ ４１ ７５８ －２ ７０８ ０ １７７ －０ ００２

幂 ０ ８９９ ０ ０００ ６ ０９９ ０ ６７２

指数 ０ ９６８ ０ ０００ ２５ ４８９ ０ ０２６

调配细胞毒性药物数量。 细胞毒性药物临床治疗的时效性与

连续性要求调配工作按时按需保证质量， 药物调配数量大会

增加工作压力， 使工作人员产生职业紧张。 （２） 药护人员对

调配细胞毒性药物职业防护的信任度。 细胞毒性药物具有基

因毒性、 致癌性、 诱变性、 致畸性， 虽然专业的调配环境、
标准的操作规范能够减少或避免细胞毒性药物所致职业危

害［３］ ， 但是药护人员职业防护的信任度有待提高。 （３） 工作

人员情绪敏感度。 （４） 家庭环境及成员的关怀理解。 （５） 药

护人员长时间、 高强度的低头作业易导致颈部和背部肌肉骨

骼疾患等机体不适。
通过 《焦虑自评量表》 （改良版） 的初步调查， 经过正规

培训的药护人员在正常心理状态及职业防护下， 目前每 ０ ５ ｈ
调配细胞毒性药物的工作量以 ２３ 袋为宜； 同时， 药护人员对

于职业防护的信任度以及调配工作量的承受力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建议在安排调配工作前， 应充分考虑药护人员的个体

特征、 心理状态， 合理安排班次， 保证调配人员在良好的情

绪状况下工作， 进而保证用药质量，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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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例职业性铅中毒患者血铅与血糖、 血脂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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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选取 ３８ 例职业性铅中毒患者作为观察组， 另选 ５０
名非接铅作业、 无糖尿病、 无高脂血症者作为对照组。 结果

显示， 观察组较对照组甘油三酯水平升高， 且血铅升高和甘

油三酯异常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平均每升高 １ｍｇ ／ Ｌ 的血铅会

使甘油三酯水平升高 １ １３２ ｍｍｏｌ ／ Ｌ； 血铅与血糖异常无显著

相关性， 血铅升高会导致血脂异常。 提示相关部门应加强对

高危人群的监控， 定期体检， 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 血铅； 血糖； 血脂； 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８１－０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２１
微量元素会影响人体血脂、 血糖的代谢， 本文旨在探讨

慢性铅中毒患者血铅升高对血糖、 血脂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

铅中毒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观察组为 ２０１６ 年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职业病科诊断为职

业性铅中毒的 ３８ 例患者。 其中男 ３７ 例、 女 １ 例， 年龄 ２０～ ５５
（３９ ８７±１０ ３４） 岁。 对照组为 ２０１７ 年住院的 ５０ 例无铅接触

史、 无糖尿病、 无高脂血症且自愿配合采集血液样本并接受

问卷调查的患者。 男 ４５ 例、 女 ５ 例， 年龄 （ ４２ ２８ ± ７ ３１）
岁， 两组年龄经 ｔ 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 ２　 方法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血铅浓度， 通过病案管理

系统查询 ２０１６ 年职业性铅中毒患者第一次就诊时未经驱铅治

疗的门诊血铅值， 发现血铅升高后第一次住院的血糖 （Ｇｌｕ）、
血脂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影响

铅中毒的潜在因素， 提取出患者是否吸烟、 饮酒的数据。 血

脂指标包括甘油三酯 （ＴＧ）、 总胆固醇 （ＴＣ）、 高密度脂蛋白

（ＨＤＬ）、 低密度脂蛋白 （ＬＤＬ）。
１ ３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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