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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引起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是对 人休危 害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我们 曾报道过噪声发尘器产

生 的强噪声明显影响小白鼠脑的发育及条件反射的建立
。

俞大乾等的研究说明
,

短期连续

噪声对小白鼠的记忆有直接影响
。

由于记忆和注意测验成绩 可以作为人脑功能状态的重要

指标 囚此
,

我们抽取南京织布厂等十个工厂的 名工人进行了测查
,

结果说明强 度 为肠

分贝以上的稳态噪声长期积累性的暴露对人体的瞬时记忆和注意均有明显的危害
,

表现为记

忆能力差 注意集中短暂 《’》 。

关于脉冲噪声和低于 分贝的稳态噪声对人体危害的报道较少
,

分贝的噪声是否

仍然对人体脑功能有影响 同一强度的脉冲噪声和稳态噪声哪种危害更大 为了探讨这些问

题
,

我们对洛阳轴承厂 名多年噪声暴露的工人 噪声组 和比较安 静的度量室
、

食堂等

名工人 《对照组 实施瞬时记忆 包括听觉
、

视觉
、

文字与非文字记忆等 和 注意测验
,

并以其测验成绩作为指标
。

测验项 目和方法
嗓声类型和测试对象

本文的噪声类型和测试对象于表
。

表 噪 声 类 型 和 测 试 对 象

一
噪 声 类 型

强 稳 态 噪 声

强 脉 冲 噪 声

次强 稳 态 噪 声

次 强 脉 冲 噪声

对 照

噪声强度 分贝 测 试 对 象

磨 工 等

冲压工等

质量检验员
、

仓库保管员

电工
、

钳工等

检验员
、

炊事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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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试对象按噪声类型分为五组 对照组
、

强稳态噪声组
、

次强稳态噪声组
、

强脉冲噪声

组和次强脉冲噪声组
。

所有侧试对象均为具有 年以上工龄的工人
。

一般地说
,

瞬爵记忆与

注愈的侧验成绩可能与被测者的文化水平和年龄等因素有关
。

各测验组工 人的文化水平和年

龄的分布列于表
。

表 各测验组的文化水平和年龄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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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上看
,

高中组多数在 岁以下
, 小学组多数在 岁或 岁以上

, 初中组则两种年

龄分布的比例 大致相等
。

年龄分布的这一特征在五个测验组中是 一致的
。

因此
,

不必单独分

析年龄因素对心理测验成绩的影响
,

而只需将文化水平作为一个 素与噪声类型一起进行双

因索的析因分析
。

测验项目和方式

年我们对南京织布厂等十厂的 名工人进行的心理测验表明
,

所用的测验项目和

方式能够测出强噪声对人体瞬时记忆 与注意的影响
‘ ’ 。

本文心理测验的项 目
、

内 容 和 方式

与前文相同
。

统计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中
,

噪声因素按类型分为 书水平
,

文化因素分为 个水平
,

共构成 个次级

组 参见表
。

为了同时分析噪声类型和文化水平对人体瞬时记亿  注意的影响
,

一股 可

采用有重复的 式 本文为 式 双因素方差分析
。

但是
,

由于各次级组人数
,

即

重复观测数不相等
,

也不成比例
。

因此
,

这里采用近似的无数均数法 “ 》 进行统计处理
。

步

赚是 首先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化设计的方差分析法对场个次级组灼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分析
,

主要 目的在 于求得组内均方
。

然后将各次级组的均数视为变量值
,

进行无重复的  式双

因素方差分析
,

在进行 检验时
,

可将初步方差分析中的组内均 方除以各次级组含量的调 

均数
,

作为检验两个主效应 噪声类型和文化水平 及其交互作用的误差项
。

妓后用 检验

法对五个测验组的平均成绩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进行多重比较
。

统计计算均在 一 计算机上进行
。

结果和讨论

一
、

噪声对瞬时记忆测验成绩的影响



表 列出了各项瞬时记忆测验的平均成绩及在 项测验中差异显著或差异非常显著的项

目所 占的百分比
。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

各噪声组瞬时记忆的各项 除次强噪声组的 形 象 记 忆 以 外 平 均 成 绩 均 显 著

一 地或非常显著 地低于对照组
。

在 项瞬时记忆测验中
,

各噪声组

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测验项目所 占百分比依次为 多
、

万
、

拍 解
、

多 参见表
。

说明各噪声组无论听觉
、

视觉
、

文字或非文字记忆等方面都较对照组工

人差
。

户

在相同的噪声 强度下
,

虽然脉冲组的成绩略高于稳态组
,

但差异显著的项目所 占哟
百分 比只为 一 拓 例如次强噪声组的数字广度等

。

可见
,

同一强度的脉冲噪声与

稳态噪声对人体瞬时记忆的影 响相差无几
。

除个别情况外
,

强噪声组的各项测验的平均成绩一般都比次强噪声组差
,

特别是在

形象
、

图形以及姓名记忆等项
,

强噪声组的平均成绩显著地或非常显著地低于次强噪声组
。

差异显著百分比为 一“ 终
。

由此可见
,

随着噪声强度的增加
,

噪声 对人体瞬时记忆的

危害亦有增大的趋势
。

在上述讨论 中
,

产生个别例外的原 因是错综复杂 的
。

主要可归结为个体的差异
。

在实际

调 查工作中
,

测试对象是难以做到整齐均一的
。

例如
,

目前在次强噪声下工作的某些工人过

去曾在强噪声环境下工作过多年
,

也许强噪声对他们脑功能的影响早 已形成
。

尽管如此
,

上

述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

二
、

文化水平对瞬时记忆侧验成绩的影响

除数字广度
、

形象记忆和年龄记忆以外
,

表 的结果表 明
,

在其他各项测验中
,

不同文

化水平间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差异
。

文化程度愈高
,

测验成绩愈好
。

因此
,

运用适当的统计

方法将文化水平对测验成绩的影响分解出来是必要的
。

可 以排除其干扰
,

突出噪声的影响
,

从而可以得到较为正确而可靠的结论
。

表 各测验组瞬时记忆测验的平均成绩及其相互比较

测验项目
对照组 次强稳态组 强脉冲组 强稳态组组冲脉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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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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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数广学度

数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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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噪声和文化水平对注意测验成绩的影响

注意测验的平均成绩和各组均数间的相互比较列于表 4
。

可以看出
,

各噪声组注意测验

的平均净分显著地 ( P < 0
.
05 ) 低于对照组

,

其中强稳态组的平均净分非 常 显 著 地 ( P <

。
.
0 1) 低于对照组

。

在失误率方面
,

虽然各噪声组都高于对照组
,

但是除次强稳态组的平均

失误率显著 ( P < 0
.
0 6 )地高于对照组以外

,

它们的差
『

。井不 显著
。

这个结果也与南京的调

查 (3》 一致
。

值得注意的是在注意测验中
,

文化水干越 了主导作用
,

这一点在方差分析 (表

5 ) 中得到说明
,

文化水平的 F 值大于噪声类型的 F 值
。

这表明文化水平对注意测验成绩的

影 响较大
,

从而使噪声的影响处于从属地位
。

概括地说
,

小学组的平均失误率高于初中组
,

初中组高于高中组
。

在团休测验 中
,

某些文化水平低的被测者对测验要求不明确亦会造成较

多的失误
。

表 4 各测验组注意测验的平均成绩及其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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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和丧 4 的符号说明
:

( 1 )
“
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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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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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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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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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

一
”

表示差异非常显著
。

各项浦验中方差分析的F 值及其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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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65页 ) 时
,

可以提供给他作出决定的五个步骤
:
( 1 ) 明确中心问题. ( 2 ) 揭

示问题之所在 ( 作出选择和结论 ) ; ( 3 ) 确定工作的步骤 ,
( 4 ) 根据所确定的工作步赚

去行动、
( 5 ) 评价结果

。

并要他在 以后的生活中体验一下
: 一个

“

好的决定
”

与
“

不好的

决定
”

有什么不同
。

千万不要咬使一个人去行动
,

或者 以恩踢的态度期待他
。

一定要使他在

乐意接受的基础上自觉地去行动
。

行为治疗要通过医生
、

有经验的心理学者
、

社会工作者
。

当然
,

有时候也可以给他一个

好的治疗资料
,

让他 自己对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