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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报告 了海拔
,

米左右低氧时脑功能的影响
,

并观察 了高原现场笃驶

汽车劳动 小时后脑功能的变化
。

所用测试指标如下 视觉机能 颜 色分辫
、

深

度觉
、

视觉疲劳和视觉注意稳定性等测验
, 听觉机能 听闪测验

、

听觉疲劳
、

声音

强度辫别闪和声源 定向等测定 记忆联想和演算能力 测定 反应时和 手脚 协 同

活 动反应 笃驶追踪动作和汽车穿桩实验等多种综合指标
。

结果表明
,

一些指标

有影响
,

另一些指标没有影响
。

总的看来
,

海拔扭
,

米左右的高原现场衬人的

感觉机能和脑功能没有明 显的影响
。

前 言

人在高山环境 中
,

身体产生不适的感觉早在十六世纪就已为人们所发现
,

长期以来一

直 引起有关研究者的兴趣
。

缺氧对人脑功能 感觉机能
、

睡眠
、

意识
、

学习
、

记忆
、

思惟和情

绪等 的影响虽已有过一些零星的科学记载
“, “叻

,

但大都是在静止条件下获得 的结果
,

而

对于在高山缺氧环境中从事一定劳动时
,

脑功能会遭受一些什么影响
,

还未见到系统的报

道
。

我 国高原地区的资源开发
,

有关部门很需要有关这方面的科 学资 料
。

国内一些高山

科学工作者 自 年起 曾对高原缺氧生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帅
。

本研究系从脑功能的角

度
,

对高原地区的汽车司机的感觉机能
、

注意稳定性
、

记忆联想和演算能力
、

视觉反应时
、

手脚协同反应
、

驾驶追踪动作及汽车穿桩技术的情况
,

进行了现场实验与观察
,

所得资料

提供有关部门参考
。

实 验 方 法

受试对象为男性汽车司机 人 个别实验包括 矿山工人和技术员 各 人的资料
,

年

龄在 一 岁之间的 人
,

岁和 岁的各 人
。

身体均健康
。

受试者 已 有 个月以上

的高原适应期
。

实验场地在某矿区海拔
,

米和
,

。 米两地进行
。

个别对照实验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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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为零米左右地区 吐鲁番或上海 进行
。

两处实验都是先进行劳动前的 对照 实验
,

在随

后的实验 日再进行开车 小时的劳动实验
。

劳动实验时受试者驾驶解放牌载重卡车
。

在

整个实验的一个月期间
,

受试者居 住在海拔
,

米工地 当进行海拔
,

米实验时
,

每

日乘车前往
。

本实验测试观察的心理和生理指标包括 视觉机能
、

听觉机能
、

记忆和思惟
、

反应时

和各类动作操作反应等五部分
。

各部分的测试项 目和实验方法将在实验结果中一并介绍

实 验 结 果

一
、

视觉机能测验 在 名受试者身上测验了低氧对视觉机能的影响
,

采用了 四种指

标
,

所得结果如下

颜色分辨实验 实验时受试者在公路上辨认特制的颜 色 标 志 牌
。

标志牌有

红
、

绿
、

黄
、

蓝
、

白五种颜色
,

面积为 厘米
。

测验时受试者距离标志牌 米及 米两

处进行颜色辨认
。

每种颜色各显示 次
,

共 次
,

按随机次序呈现
。

所得结果见表
。

由表可见
,

在海拔
,

以 米的高原上
,

除蓝色外
,

人对其他各色的辨认力没有变化
。

在

海拔
,

米
,

人对红绿两色的辨认力也是正常的
,

在短距离  米 观察条件下
,

黄
、

白两

色也能相当正确地分辨
,

只是在较远距离 米 时
,

黄
、

蓝
、

白三色有辨认不清的现象
。

深度觉实验 使用  式深度仪测定受试者在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的

深度觉变化情况
。

每次实验均进行 次测定
,

计算其平均值
。

结果见表
。

由表可见
,

无

论在海拔
,

米或
,

。 米
,

受试者经一天 小时开车劳动后
,

深度觉能力均明显下降
。

不同海拔高度也表现了一定影响
,

但不及劳动的影响明显
。

表 不同海拔高度颇色分辨实验结果 次数

海拔高度

巨
距离

居训
王债
箭落沁…商洲

一

苟川一
蕃

赢
一

…
一

哥
一 一

…
一 一

一

贾
一

…
一

万
一

…
一

套
一

片
一
…
一

子
一

除
一

川
一

,

貂封出 …出 …
,

几…廿阴 共端
注 数字为每种颜色测验的人次所辨认的次数

,

受试人数 人
、

每人对每种颜色辨认 次
,

总计 次
。

括弧内颜色为误认的颜色名称

表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深度觉误差值 毫米

事…扮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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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觉疲劳测验 采用闪光临界融合频率为指标
,

测定司 机的视觉疲劳情况
。

实验是在司机劳动前和劳动后进行的
。

实验时
,

受试者眼部距离测定仪器 厘米
,

主试者

对仪器上的闪光灯进行 次调整
,

每次调整都是从明显的断续闪光开始
,

逐步调整增加闪

光频率直到受试者报告灯光刚刚停止闪动已成为连续的恒定灯光为止
。

计算 次调整的

平均值
。

实验结果 表 表明
,

无论在海拔
,

米或
,

米
,

司机经过 小时驾车劳动

表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闪光融合预率 次 秒

相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后差异性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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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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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
·

峡
, ·

显著

,

不显著

二
,

不显著

后
,

闪光临界融合频率均有所下降
。

不同海拔高度的结果相比较
,

差别不显著 肠
,

这说明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大
。

视觉注意稳定性的测定 采用一台
“

钟面监视仪
”

进行
,

仪器上的指针依一定

速度作反时针方向转动
,

要求受试者集中注意力
,

注视着指针的转动
,

如发现指针在运转

中稍一停顿
,

便立即作按键反应
,

如在 秒种内没有反应即作 脱漏 不计反应时间
,

以脱

漏次数及错误反应次数 不应按键时作了按键反应 作为注意稳定性波动指标
。

实验时间

为 分钟
。

从表 的结果可见
,

海拔高度对视觉注意稳定性的影响不明显
。

表 不同海拔高度视觉注愈穗定性的比较
签

 米
,

米

一竺
一

竺旦
一 一

阵二里且一
一

二翌一阵二竺直
一一 生兰一一一里旦色一卜

一竺竺一…一一
竺一

一一一竺一一上一一 旦卫一一仁一一竺兰一土一望一
一

一

相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后差异性比较

一 不显著

二
,

不显著

二
·

 
,

乃 不显著

“
·

门
汤

显著

为计算结果方便起见 将脱漏次数和错误次数合并计算
。

二
、

听觉机能测验 这部分实验在汽车驾驶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人身上进行
。

部分

资料包括海平面 上海 的实验结果
。

实验用电测听机 型
、 ,

丹麦 在半隔

音小室内进行
。

测试项 目及结果如下

听阂测定 在 了名受试者身上
,

依常规进行气导听阂测定
,

描绘听力曲线
。

实

验显示
,

在 个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听力曲线相似 图
,

海拔
,

米高度对人的听阂没

有影响
。

有 名受试者的听力在不同的频率部分有听力障碍现象
,

但是
,

这种听力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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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是相近的
,

海拔升高并未加深其听力障 碍的程度 图
。

在劳

动实验中
,

两种海拔高度上
,

有 人的听力曲线在劳动前后没有明显的区另 有 人的低

频部分或高频部分的听力略有一些下降
。

不过
,

这种下降是暂时现象
,

第二天即恢复到原

来的水平 图
。

在海拔
,

米进行的连续 天的实验表明
,

去
,

米低氧环境的 日

数增加并未引起听阂变化
。

听觉疲劳测验 采用刺激后疲劳测验法
,

即用频率为
,

赫兹高于听阂 分

贝的纯音
,

持续作用于受试者耳部 分钟
,

然后复测受试者
,

赫兹的听阂变化
。

实验

结果表明
,

低氧并未引起听觉疲劳 的异常现象
。

从 名驾驶员两种海 拔高 度劳动前后的

总共 人次测定结果看
,

仅有 人 次的疲劳刺激后听闽上升 分贝
,

其余 人次听闭上升

为 或 分贝
,

均在正常范围内 听力正常者刺激后听阂上升最大不超过 分贝〔。 。

声音强度辨别阂的测验 采用调幅式测验法
,

用实际听闽以上 分贝的纯

音
,

调节其强度
,

使周期性地产生一定的短暂变化
,

以测验受试者所能 区别 的音强最小变

化
。

实验采用 。
、 ,

。
、 ,

。赫兹 种频率
。

以 名驾驶员的测验结果为例
,

在两海拔

高度上劳动前后测验的 种频率总共 人次实验结果中
,

只发现有 人次在海拔
,

米的强度辨别敏感度为 分贝
,

其余均在 一 分贝范围内
,

均属正常范围
。

声源定向测定 在 名受试者身上进行了声源定向测定
。

将一小喇叭置于通

过耳部的水平面距耳部 1
.
5 米的圆弧木架上

,

沿着圆弧木架移动
,

以测定受试者对声源的

最小可分辨的水平角度
。

实验表明
,

在海拔 2
,

6 40 米
,

一般最小的可分辨角度为 11
.
25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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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海拔高度听力曲线图示例
A
.
B
.
C
.
分别示同一受试者 (王富x )

在不同海拔高度上所测得的听力曲线图
,

均为静止实验
。

O 一O 一O
:
右耳气导

;

x 一x 一 x
:
左耳气导

。

详细说明见正文
。

图 2 听力障碍的受试者的听力曲线图示例

一B 分别示同一受试者 (孟庆 X )

在两种海拔高度上的听力曲线图
。

标记同图1
,

说明见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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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海拔4

,

0 0 0 米
,

这种辨别能力没有发生变

化
。

三
、

记忆和思惟测验

在 11 名受试者身上进行了记忆和演算

能力的测验
。

采用以下几种指标
,

所 得结

果如下
:

( 1 ) 瞬时记忆广度测验
:
利 用

“

记

忆广度测验数字 表
”

进行帕
。

测验时向受

试者读出一个几位数的数字
,

读 完 后要求

受试者随即按照这个数字同样复述一遍
。

测验时依一般语言速度先用短的 数字 (如

3 位数)开始 (每一数 目测验 3 次)
,

逐步用

较多位数的数字测验
,

直到 受试者不能正

确跟随复述为止
。

这样可测知受试者所能

跟随复述的最长数字的位数
,

即 为 其瞬时

记忆广度能力
。

实验结果见表 5
。

由表可

见
,

两种海拔高度的结果没有显著差别
。

(
2

) 数字记忆
: 运用速示 器

,

每隔

1 秒呈现一个数字
,

共呈现 8 次
,

然后让受

试者将呈现过的数字一一写出
,

完 全 正确

得24 分
。

在海拔 2
,

6
40 米

,

11 名受试者平

均得16
.
8 分 (佣男正确)

,

劳动后得分 1了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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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驾驶汽车劳动后听力暂时下降

现象及其恢复过程

劳动前对照测定 ,

另一日劳动后测定
,

低频 125
、

2
5() 赫兹和 高

频20
,

0 0 0 赫兹部分有不同程度(15~ 25分贝)

的听力下降 ,

劳动后一日测定结果
,

听力曲线已恢复正常
。

分(73 多正确)
,

在4
,

O
DD 米

,

平均得16 .4 分 (68 形正确)
,

劳动后得16
.
6分 (69 男正确)

。

经统

计处理
,

p >
。
.
DS

,

说明两海拔高度和劳动前后的结果都没有明显差别
。

(
3

) 汉字记忆 : 运用速示器给受试者每隔 1秒呈现 1个汉字
,

共呈现 6 个汉字
,

然

后让受试者一一写出
,

完全正确的得18 分
。

实验结果为
,

海拔 2
,

64 0 米平均得14
.
7分 (82 厂

正确)
,

劳动后得 16
.
6分 (8丫拓正确)

;海拔4
,

0
00 米得15

.
8 分 (88 拓 正确)

,

劳动后得 14
.
9分

(83 多正确)
。

表明两海拔高度上汉字瞬时记忆力无明显的差别 (经统计处理
,

r
> 0

.

0 5
)

。

( 4 ) 形象记忆 : 给受试者先后呈现1D 张图片
,

每张图片显示 2 秒钟
,

图片的内容是

一般熟知的物体
,

如火车
、

雄鸡等
,

显示后 1一 2 秒让受试者一一说出所见过的图片名称
。

所得结果 (表 5 )表明
,

两海拔高度没有显著差别
。

(
5

) 联想测验
: 主试者向受试者念 10 对辞汇

,

每对辞汇的前后两 辞的意 义具有不

同程度的联系
。

如 : 火车
—

交通 ;矿山
—

钢铁
。

以普通语言速度每隔一秒念一对辞
,

念毕后
,

主试者提示前一辞
,

受试者应能回答出相应的后一辞
。

实验结 果 见表 5
,

两海拔

高度没有显著差别
。

( 6 ) 演算能力测验
: 在两种海拔高度上测验了两位数加减乘除算术题的演算能力

(各 3 题)
。

以演算时间和错误多少为指标
。

实验结果表明
,

加减乘除的演 算错 误在两种

海拔高度上无 明显区别
,

加减题全对
;
乘除题在海拔 2

,

6
40 米的正确为 87 多

;在4
,

0 00 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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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8名受试者
谷
不同海拔离度瞬时记忆

、

形象记忆和联想侧验结果综合裹

测 验 项 目 瞬时记忆(数字位数) { 形象记忆(图片张数) 联想测验(词汇对数)

4
,

0 0 0 米

79

1
.
45

2
’

64 咪
1
‘

,

。。。米

‘
’

6

1

8

’

‘

1
.
6 1 1 1

.
1 1

乙/

|
1

6U�侣、一nU-心dl尹工
J
引J性Onpjp几

‘

‘

鱼J

、

T.1.

海 拔 高 度

平 均 值

衍 准 差

0 米
若肠

7
.
8

不同海拔差异性比较
显著)

0 米
铸 .

了8

0 米
铃砚

T
.
4

r
>
。.0 5

(不显著)

包
餐

18 名受试者中有11 名为汽车驾驶员
。

料 18 名受试者中有 6人进行了海拔O米(吐鲁番)的实验
,

表中仅列其平均值供参考
.

8 2多
。

加减题所需的演算时间在两种海拔高度上亦无 明显区别 (两个海 拔 高度分别为21

秒和 23 秒)
。

但是
,

乘除法所需的时间在两海拔高度上有一些差别
,

在海拔 2
,

6
40 米为 2 分

25秒
;在海拔4

,

0 0 0 米为 3分 27秒
。

四
、

反应时及复杂动作操作反应的测定

这部分实验包括视觉反应时和以反应时为基础的几项复杂操作 反应的测定
,

所得结

果如下
:

( 1 ) 视觉反应时的测定
:
运用

“

视觉颜 色讯号反应仪
”

测定司机对不同色光信号的

反应速度和准确性
。

灯光讯号分别为红光
、

绿光和黄光
,

按随机顺序呈现
,

每种 色光信号

共出现10 次
。

要求司机的手脚对不同颜色光讯号作出相应的反应
。

用 1/ 100 秒停 钟记录

反应 时
,

并记录错误次数
。

实验结果见表 6
。

结果表明
,

两种海拔高度和劳动前后的视觉

反应时都没有明显的差别(经统计处理
,

r > 0

.

0 6 )

。

表 6 不同海拔高度视觉选择反应时结果比较(单位
:
毫秒)

.
户已」

海 拔 高 度 测 验 时 间

2 ,

6 4 0 米 3,

仑80米

劳 动 前 } 劳 动 后 劳 动 前 1 劳 动 后

一巡
一

竺一兰- 呈一-一}
坚盛竺

}
竺鹦坚空竺

{
竺煲竺竺

{
坚塑生

一兰一卫一
一~-

‘

堕一一一
一

{翌生}
-
卫竺

一

}里竺}
一
翌互扁

{
一里竺

_
竺
~
一

一

携
_
_ 兰

_
_ _ } 40. 叫

“
.60 {

魂
2.T

}
“
.63

}
”
2.6

错误次数时一.2一l

相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后差异性比较

t= 1
·

马了8
,

r
>

0

.

0 5
( 不显著)

t= 1
·

6
2 3 r

>

0

.

0
5

( 不显著)

t= 1
·

5 6 6
p

>

0

.

0 5
(不显著)

t= 2
.
0丁7 ,

r
>

0 0 5
( 不显著 )

( 2 ) 手脚协同反应试验
:
实验用

“

手脚协同反应仪
”

进行
。

这项仪器是专为选拔汽

车司机用的
,

可以测验受试者手脚协同动作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

仪器上依不 同组 合次序

可相继出现不同的讯号灯或图形
,

司机应根据规定立即作出手 脚的相 应反应(手按钮键
,

脚踩踏板)
。

讯号的变换速度在1一 1
.
4 秒之间

。

每回实验连续呈显 44 次讯号
。

反应的正

确与错误次数均有自动记录
、
反应迟缓则形成脱漏

。

先在海拨2
,

64
0 米进行了一8回学 习训

练(每 日学习训练2一3回)
,

达到初步学会的标准 (正确反应次数达80 万
,

即 35 次以上)后
,

即进行海拔4
,

。的米的比较实验
。

结果表明
,

11 名受试者在海拔2
,

6
40 米的平均成绩是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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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35
.
5次

,

错误 5 次
,

脱漏 3 次
;
在海拔4

,

00
。米是

,

正确34
.
9次

,

错误 6 次
,

脱漏 6 次
。

无显

著差别 (正确反应次数经统计处理
,

t 一0
.
91

,

P > 0

.

05

,

)

。

(
3

) 驾驶追踪动作实验
:
实验系采用特制的模拟汽车 驾驶 操作 的 动作追踪仪进

行
。

实验时要求受试者操纵仪器上的驾驶盘
,

以调节一个 目标物
,

使它追随一条连续移动

的弯曲轨道
。

如 目标物脱离轨道则自动记录其脱离的时间及 次 数
。

实验时间为 2 分钟
,

根据 目标物脱离轨道的总时间及总次数评定驾驶动作的准确性
。

实验 结 果见表 了
,

由表

可见
,

同一海拔高度劳动前后的结果差别不明显 (P > 0
.
05 )

,

但不同海拔 高 度 对追踪动作

准确性有影响 (经统计处理
,

P <
。
.
0 1)

。

表 7 不同海拔商度迫踪动作实验结果

么64 0米 4,

0 0 D 米

二二
___
验 时 间

丈
_
钟

前

卜
,

黄户几}
”“不

熏旦剪一火
;
蒸亘二二--

一二
一
-

竺
一

些一墨一{矍逻阵暨竺耀泌尸卿竺些)i继理塑:竺岸瞥星产垫竺
一 上一生一竺一

一

{
些生{

一
竺l {竺竺尸竺

一
{竺生{竺竺)

一

塑皿{巡上
一一经

一 -
生一兰 一

一

卜
~
竺止些生坦燮止些七卜些丝坐

.
止些竺竺二一

相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后差异性比较 1
‘二 0. 2了0, 玲

0.。试不显著) 1
’二 0. 1化

,

l

,

夕0. 。拭不显著 )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前差异性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劳动后差异性比较

t二 3
·

4 0
8

,

P
<

0

.

0 1
( 显著)

t= 3
.
081

,

P
<

0

.

0 1 ( 显著)

( 4 ) 汽车穿桩实验
:
这是一项 野外进行的实验

。

穿桩标准是参照北京市公共汽车

管理局司机考试用穿桩项 目
。

在司机驾驶汽车时测定司机的穿桩成绩作为操纵能力的指

标
。

受试者 9人
,

从所得结果(表 8 )看
,

两种海拔高度上完成穿桩程序所需的时间无明显

差别 (分别平均为 2 分和 1 分 54 秒)
。

但在准确性方面有显著差别 (穿桩成绩分别为 99
.
4

分和 78
.
3分)

。

表 8
‘

不同海拔高度汽车穿桩实验结果

时一!一
}

海 拔 高
1

2 ,

6 4 0 米
{

4,

0 0 。米

度 l

—
{
——

-}分 竺一
_
上
___
鲤左竺上

_
土
__
生_竺

____
L
_
里卿二愁王

__ _、

}

。。
.
4

;

1 14 2 2

…
了8
.
。

1

1 2 0
.
1 1

仑仑9
.
444 114 2222

111. 555 15
,

1 111 2 4

.

5 5

差 异 性 比
_
较

分数
时间

二 6
.
596

二 1
.
的8

P < 0
,

0 1

( 显著 )
P ) 0 05(不显著)

讨 论

从平原上升到海拔 2
,

00 0 米以上的高原后
,

人体即开始感到氧不足
,

并出现不 同程度

的高山反应 “娜 , 。

但是
,

通过高原适应
,

人体耐受低氧的能力会大大提高
〔幻 。

文献 中 低氧

生理实验报道大多是在低压舱内进行的
。

本工作以高原现场为实验基地
,

受 试 者在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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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适应
,

这个实验结果与实际较为接近
。

上述实验观察表明
,

在海拔4
,

0 00 米左右高原上
,

人的视觉机能和 驾驶操 作活动会遭

受某些影响
。

但是
,

总的说来
,

影响不明显
,

有些影响还可设法 预防 或补偿
。

经过 6 小时

劳动后
,

司机的视觉机能的某些下降主要是疲劳引起的
,

不是海拔高度的因素
。

至于在较

远距离(120 米)条件下
,

受试者对颜色标志的辨别力出现的变化(蓝色误认为黑色
,

黄色误

认为白色)
,

这是不奇怪的
。

有人山
,

助报道过
,

在最远的距离上
,

黄色和蓝 色看 成象白色
,

而蓝色和红色看成象黑色
。

这报道是平原的实验资料
,

因而上述较远距离 的颜 色辨认不

清的实验结果不完全是低氧引起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实验任一高度上
,

均未出现红色和

绿色的辨认错误现象
,

这对现场劳动选用色光讯号是有利的
。

在 海 拔 4
,

0 00 米左右高原

上
,

人的听觉机能是正常的
。

上述驾驶汽车 6 小时后听力下降现象是暂时的
。

我们分析
,

这主要是下坡车速较大
,

气压变化快
,

中耳压力来不及与大气压平衡以致鼓 膜内陷
,

音波

传导受到一定的障碍
。

这时
,

可多作吞咽和张口 动作
,

以加速中 耳
一

压力 与 大气压力的平

衡
。

此外
,

高原汽车还可采用音量较大的喇叭
。

上述瞬时记忆广度实验等四种短时记忆指标显示
,

海拔4
, 。00 米左右的低氧环境对人

的短时记忆没有影响
;
手脚协同反应实验也表明

,

手脚协调的灵活性及学会的动作技巧也

未受这一海拔高度的低氧影响
。

联想测验和演算能力测验也证明
,

海拔4
,

。D0 米左右人的

思惟能力亦是正常的
。

视觉注意稳定性的测定也表明
,

4
,

0 00 米低氧条件并不影响人的注

意力
。

张士楷¹ 认为
“

从4
,

0 00 米高度起
,

记忆力和注意力等高级心理过程开始发生障碍
,

表现为逆行性健忘 (近记忆力衰退)和注意力涣散
,

因而工作能力有一定的减低
” 。

M
ic h

a e
l

W
ar d ( 1 9 7 6 )

〔
111 在他的

《

高山医学
》

一书中也提到有些人在24 38米到304 8米记忆力就 明显

下降
,

超过3668米后则记忆力减退更为迅速
。

但从我们的实验结果来 看不能支持这些看

法
。

有人. 报告海拔4
,

0D
0 米左右的低氧对短时记忆有影响

。

这报告是在低 压舱内进行

的急性低氧实验
,

与我们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
。

一些模拟驾驶动作的实验 (追踪动作和汽车穿桩)结果表明海拔高度对动作的准确性

有一定的影响
,

但是
,

根据司机每天 6 小时在海拔3
,

了40 米至4
,

0 00 米高度间现场开车劳动

情况看
,

司机的动作操作和反应均很正常
,

司机的主观感觉也正常
。

这说明海拔高度对上

述动作准确性的某些影响还未达到影响司机正常的实际驾驶操作的程 度
。

因此
,

根据上

述实验观察结果
,

可以认为
,

海拔4
,

0 D0 米左右的低氧对人的感觉机能和 脑功 能虽有些影

响
,

但不明显
。

本实验是结合现场开车劳动进行的
,

司机每 日在海拔3
,

74 。米一4
,

00
0 米高度劳动 6

小时
。

这一实验结果对于制定高海拔地区劳动工 时有一定参考 价值
。

当然
,

劳动工时的

制定
,

首先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

而且它与劳动习惯
、

健康福利条件
、

劳动现场的其他自然

环境等多方面的情况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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