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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远洋环境下的生物学效应 远洋船员长期生活在舰船环境。
由于舰船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的综合体，主要包括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人际因素
及作业因素等，因而其对人体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通过概述舰船环境对远洋船员机体的生理、心理功能及生化指标等方面的影响，认为船舱内噪声、高
温、高湿及船体的无规律晃动等因素对机体影响较大。
航行中的远洋船员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船体是钢板，对地磁有屏蔽作用，舱内缺少自然光及正
常空气流通，船体不断受机械性震动及海浪的晃动，再加上噪声、高温、高湿、气候、时差变化等因
素，必然会对人体生理、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有关舰船环境对机体功能影响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但其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结果各有特点
，差异较大。
 1.对船员神经系统的影响 由于封闭型舰艇无弦窗，完全采用人工机械通风调节空气，因而空气负离子
浓度较低，对人的学习记忆功能可造成不良影响。
现已证明，封闭型舰艇人员学习记忆功能明显低于开放型舰艇人员。
由于睡眠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远航中舰员的睡眠情况也广泛受到关注。
研究表明，船员远航中疲劳程度较深，睡眠时间明显缩短，睡眠质量差，这与快速穿梭跨时区航行引
起的生物节律紊乱，以及舰船微波辐射、应激、紧张等有关。
长时间睡眠不足会使机体过度疲劳，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注意力、记忆力、目标辨别能力明
显降低。
 与海上平稳航行相比，海员在海上颠簸时所造成的前庭刺激可引起中枢胆碱能系统内乙酰胆碱酯酶
（AchE）活性明显下降。
正常的AchE活性是保持胆碱能神经功能正常所必需。
当前庭刺激引起脑内AchE活性降低时，AchE的灭活速度减慢，从而引起胆碱能神经功能亢进。
运动病发作时出现的呕吐症状可能与前庭刺激引起脑干内胆碱能系统活动增强、呕吐中枢兴奋有关。
研究发现，前庭刺激可使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多，后者可起到抵抗运动病的作用。
 2.对船员听觉和视觉功能的影响 舰船环境因素对人体不同器官影响程度不同，听力和视力功能正常与
否与人体的机能状态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目前对舰艇舱室环境中的噪声、照明、温度、湿度等物理因素的研究发现，噪声是影响听阈偏移的主
要因素，照明是影响人眼视功能优劣的主要因素，若长期接触高温作业，可引起视力减退。
 3.对船员呼吸功能的影响 海上航行时，人体处于高度紧张与心理应激之中，可以引起迷走神经亢进，
呼吸中枢兴奋，加速了吸、呼气活动的交替，并最终导致肺活量增加。
相反，舰艇内的有害气体、微小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可能会导致远航后机体小气道阻力增加，肺功能
减退。
另据研究，无论是全封闭还是半封闭舰船环境，海员肺通气指标在远航后均下降，全封闭船海员该指
标下降更明显。
这可能与连续航行时间长、频繁的值勤和持续高温、高湿环境，以及磁场、噪音和时差所导致的失眠
等使海员疲劳、体能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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