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

3 关于意识障碍的分级

本标准的意识障碍分为嗜睡
、

浅昏迷
、

中度和深

度昏迷
,

参照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附录 A
。

A
。

4 关于紫缉和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血高铁血红蛋 白占血红蛋白总量 10 % 以上可出现

皮肤粘膜轻度紫给
;
达 30 %时紫组明显

,

超过 5。%有

严重缺氧症状
。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引起的紫组应与缺

氧和周围循环衰竭等原因鉴别
。

需要时可作血高铁血

红蛋白含量测定
。

参照 《职业性急性苯的氨基
、

硝基

化合物 (三硝基甲苯除外 ) 中毒诊断标准 及处 理 原

则 》 附录 A
。

A
.

5 出血性膀胧炎

出血性膀胧炎的典型症状有尿频
、

尿急
、

尿痛及

镜下或肉眼血尿
。

重者膀肌内有血块可堵塞尿道
。

出

血性膀胧炎出现的时间较意识障碍和紫缉为迟
。

A
.

e 关于尿杀虫眯及其代谢产物 奋氯
一
邻甲苯胺

尿杀曳眯及其代谢产物 奋氯
一
邻

一

甲苯胺总量超过

O
。

02 士。 .

02 5m g/ L时
,

表明有过量杀虫眯吸收
,
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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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杀虫胖接触和诊断参考指标
。

超过 。
.

15 m g / L
,

应

暂时脱离杀虫胖接触 了天
。

急性杀虫胖中毒时尿杀虫

眯及其代谢产物 4一氯
一

邻 甲苯胺明显增高
。

由于本实

验方法操作需要时间较长
,

故未列入诊断指标
,
需要

鉴别诊断时可参考应用
。

A
.

7 关于治疗

A
.

7
.

1 美蓝仅在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时应用
。

A
.

.7 2 杀虫胖 口服中毒患者应及时彻底 洗 胃
。

附加说明
:

本标准由卫生部提出
。

本标准由上海医科大学负责起章
。

中国预防医学

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

业病防治研究所
、

上海市防疫站
、

江苏省无锡市防痊

站
、

江苏省吴江县防疫站
、

江苏省泰县人民医院参加

研制
。

本标准于 1 9 8 8年 10 月 n 日由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

员会二届三 次职业病诊断标准分委员会审议通过
。

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

生与职业病研究所负责解释
。

职业性急性杀虫眯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编制说明

杀虫胖 (hc lo dr i扛沦 f o

拟 ) 又称氯苯胖
,

化学名称

凡 “ 一
氯邻甲苯基 ) 一N

,

N 一
二甲基甲脉

,

是一种 高效

有机氮农业杀虫剂
。

按照我国农药急性毒性暂行分级

标准属中等毒性
。

职业性急性杀虫眯中毒于 1 9 7 5年由

美国报道 2 例原粉包装工人出现血尿
。

其后
,

调查22

例包装工人中 9 例有腹痛
、

尿痛
、

尿急和血尿等临床

表现
。

我国于 1 9 7 6年后有杀虫胖中毒报道
。

1 9 8 3年谢

品方报道 《急性杀虫眯中毒 1 01 例临床分析》
。

1 9 8 4

年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消化系统病学会发表 了 《有机

氮农药中毒学术讨论会》 纪要
,

收集了急性杀虫眯中

毒 8 5 9例
,

其中误服和自服者 6 48 例中死亡 45 例
,

死亡

率 6
.

94 %
。

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劳动卫生教

研室
、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

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广西壮族自洽区职业病防治所

和扛苏省泰县人
_

民医院
、

无锡市卫生防疫站
、

吴江县

卫生 防疫站承担研制 《 职业性急性杀虫眯中毒诊 断标

准及处理原则》 (以下简称 《标准 》 ) 的任务
。

19 名4

年 吐 月召开全国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 交流了工作

和论文
.

并拟订了 《标准》 (试甩稀 在急性杀虫眯

中毒病例诊治过程 中参照使用
。

1 98 5年 了月收到编制

组各单位收集 1 9 8 0一 1 9 8 4年急性杀虫眯中毒共 187 例

其中职业性中毒 27 例
,

均存活
,

非职业性中毒 1 5 0例
,

死亡 13 例
,

死亡率 8
.

1%
。

1 9 8 5 年 9 月部分编制组人

员根据 18 7例急性杀虫眯中毒病例分析
,

结合文献
,

草

拟了 《标准》 (讨论稿 )
。

10 月召开全国编制组第二

次工作会议
,

共同制订 《标准》 (征求意见稿 )
。

征

求上海市有关专家意见
,

再经修 改 制 订 了 《标准》

(书面征求意见稿)
,

分送全国有关专家征求意见
。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整理为 《标准 》 (预审稿 )
。

于

1 9 8 8年 1月 12 日在哈尔滨经过专家预审
,

修改成 《标

准》 (送审稿 )
。

子 1 9 8 8年10 月经全国卫生标准技术

委员会职业病诊断分委员会审定通过
。

1
.

关干本标准的命名

急性杀虫眯中毒以非职业性多于职业性
。

职业性

中毒多见于杀虫眯包装工人和农田施药员
。

主要由皮

眯大量污染吸收和呼吸道吸入所致
。

一般在接触后数

小时发病
,

中毒程度较轻
,

预后较好
。

`

非积业性中毒

均系口服引起
,

常在一 小时内发病
,

临床症状严重
,

虽经积极治疗
,

死亡率仍有 7 ~ 8 %
。

根据上海市吴

淞化工厂杀虫眯生产工人健康情况五年动态观察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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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组部分人员对江苏省吴江县红旗化工厂杀虫眯包

装工人与对照组配对调查结果
,

临床末发现有慢性中

毒证据
。

又对泰县 1 9 7 8 ~ 1 9 8 4年 26 例急性杀虫胖中毒

病例的 3 个月至 6年后随访结果亦未发现明显后遗症

状
,

查阅文献亦无慢性中毒病例报告
。

经本研制组讨

论本诊断标准的命名采用 《职业性急性杀虫脉中毒诊

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非职业性中毒虽 不 属 本 《标

准》 制订范围
,

但其诊断
、

诊断分级和处理原则可参

阅本 《标准》 。

2
.

关于职业接触史

根据杀虫眯生产工人的五年动态观察
,

车间空气

杀虫眯浓度范围为 。 .

00 7一。 .

加 g m g/ m , ,

手皮肤污

染量范围为 2 9 8
.

2一 1 5 2 0产g/ i o o r
m

Z
/h

,

尿杀虫脉及

其代谢产物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范围。 .

06 。一 1
.

41 m g / L,

与手皮肤污染量呈明显正相关
。

施药员呼吸带空气杀

虫眯浓度 。一。 .

1 0功 g /m , ,

而皮肤杀虫眯污染量 1 6
.

4

~ 1 2 0
.

3阳1/ 00 c
m

2
/h

,

尿杀虫脉及其代谢产物 4一氯 -

邻甲苯胺为 。。

04 4 ~ 。 .

3 1 6m g/ L
,

亦与手皮肤污染量

呈 正相关
。

由此说明职业接触史要强调杀虫眯皮肤污

染情况和时间
。

3
.

关于临床症状和体征

职业性或非职业性急性杀虫眯中毒的临床表现大

致相仿
,

但以非职业性为重 (附表 )
` 。

临床表现除意

识障碍
、

紫给
、

出血性膀耽炎外
,

部分严重患者可出

现发热
、

心律失常
,

心电图出现 导 T 段压低
、

T 波

倒置
、

P 一 R 间期缩短
,

房内传导阻滞
、

不全性 右 束

枝传导阻滞
、

频发早搏或呈二联律等
。

少许 病 例 有

S G P T短暂升高
。

症状和体征

附表

职业性 ( 2 7 )例

1 87 例急性杀虫眯中毒患者的主要症状和体征

非职业性 ( 1石0 ) 例 合计 ( 1 8 7) 例

例 数 % 例 数 % 例 数 %

32
.

0 0

4息
.

6 0

4 6
.

0 3

3 3
.

6仑

32
.

0 9

2 6
.

74

忍2
.

09

4 9
.

20

4 4
.

份2

2 6
.

2 0

6 3
.

6孩

3 0
.

4 8

3
.

2 1

印l(7876360的的92844911959 6幼肠巧88肠此即韶阳631300犯.26..5141....31363726.45.49.20.68.30.34 3

8 2

6 6

5 1

6 0

4 3

6 0

7 3

7 9

3 3

1 0 9

4 8

5

O白noJLL占J仁曰臼八甘勺丹 任仕月片̀口
..

…
8OUt̀n
.内口闷上口眨n口J任

1725邵班0701951610111头 痛

头 昏

乏 力

嗜睡和 浅昏迷

中度和深昏迷

心 动过速

瞳孔扩大

恶 心

呕 吐

食欲减退

紫 维

尿路 刺激

肉眼血尿

6 2
.

9 6

9 2
.

5 9

7 7
.

7 8

4 4
_

4 4

25
.

9 3

0

7 0
.

3 7

4
。

关子诊断

4
。

1 诊断分级

按本编制组所收集的中毒病例和参阅文献报告
,

根据中毒症状轻重程度和预后
,

诊断分级可分为轻
、

中
、

重三级
。

轻度中毒是指症状较轻
,

病 人 仅 有 嗜

睡
、

轻度紫绪或镜下血尿等
。

中度中毒是指具有较典

型的临床表现
,

有浅昏迷
、

明显紫给和出血 性 膀 胧

炎
。

重度中毒者出现中度至深昏迷和休克 等 严 重 症

状
。

根据本编制组
一

18 7 例诊断分级结果
:
职业性急性

中毒27 例
,

其中轻度2 1例
,

中度 6 例
,

无重度中毒
。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 16 0例
,

其中轻度4。例
,

中度 60 例
,

重度60 例
。

重度 6 0例中死亡 13 例
。

4
.

2 意识障碍分级

4
。

2
。

1 嗜睡

患者处于病理性倦睡状态
。

给予较强刺激后可 以

清醒
,

基本上可以对答
,

但注意力不集中
,

停止刺激

后又陷入睡眠状态
。

4
.

2
.

2 浅昏迷

患者意识丧失
。

对强烈 的疼痛刺激可有 防 御 反
。

应
,

各种反射均存在
,

可以 出现病理反射
,

大小便失

禁或漪留
。

呼吸
、

血压
、

脉搏一般无明显改变
。

4
。

2
.

3 中度昏迷

患者意识丧失
,

对强烈刺激有痛苦表现
,

瞳孔对

光反应及角膜反射迟钝
,

喷嚏和吞咽反射可消失
,

健

反射迟钝
,

出现病理反射
,

大小便失 禁 或 储 留
,
呼

吸
、

.

血压和脉搏可有改变
。

4
.

2
。

4 深昏迷
_

患者意识丧失
,

对外界刺激无任何反应
。

备种反



射 , 包括瞳孔对光反应
、

角膜反射
、

吞咽反射均消失
,

病理反射亦消失
,
`

大小便失禁
,

可伴有呼 吸 循 环 衰

竭
。

5
.

关午实验室检查

5
.

1 尿杀虫眯及其代谢产物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

根据上海医科大学等单位对 1 40 名无毒物接触正

常人尿杀虫胖及其代 产物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测定结果

总量为 。 .

02 士。
.

o 2 5m g/ L
,

其中含杀虫脉 。 .

0 10 士

。 .

2 3m g / L 和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 。 .

0 1 士 o
.

0 16 m g / L
。

杀

虫胖包装工人尿杀虫胖及其代谢物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排

泄量 0
.

20 4一 1
.

14 m g / L
。

施药员工作 3 天后尿杀虫脉

总量 2
.

04 8 m g / L
,

临床已出现急性中毒症状
。

尿杀虫

眯排泄量增加反映有接触
。

国外监护指标定为 。 .

15

m g/ L
。

由于尿杀虫眯及其代谢产物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测

定方法 比较复杂
,

操作时间较长和目前尚未普及
,

故

不作为急性中毒的诊断指标列入常规检验
,

需要鉴别

诊断时可参考应用
。

5
。

2 血高铁血红蛋白

杀虫脉化学结构中苯胺活性基因在体内具有氧化

血红蛋白为高铁血红蛋 白的能力
。

高铁血红蛋白无携

氧功能
,

正常人高铁血红蛋白占血红 蛋 白总 量 1 ~

2 %
。

若超过 10 %
,

临床可 出现紫给
;
达 30 %

,

紫钳

明显
;

超过幼 %有严重缺氧
。

两例 口服急性杀虫眯中

毒病例有昏迷伴紫纷患者的血高铁血红蛋 白分别占血

红蛋白总量1 0和 8 5
.

7 %
口

高铁血红蛋白测定需要一定

设备
,

而紫组在临床上可观察到
。

由于引起紫绪原因

众多
,

需与缺氧和周 围循环衰竭作鉴别诊断
。

高铁血

红蛋白测定能客观反映其血中浓度
,

可作诊断分级和

应用美蓝时参考
。

故有条件的单位对急性杀虫眯中毒

患者应进行测定
。

5
.

3 血清单胺氧化酶

单胺氧化酶属氧化还原酶类
,

主要分布于神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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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和体内各种细胞线粒体外膜
。

甲胺类和酞胺类化合

物对动物单胺氧化酶有抑制作用
,

从化学结构上看
,

杀虫眯是上述两者同系物
。

动物实验证明杀虫眯对单

胺氧化酶有可逆性的抑制
。

上悔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系用伊腾改 良法测定 11 4名正常人血清单胺氧化酶

为 2 1
.

1 士 6
.

1单位
,

曾对三 例 口服杀虫眯引起急性中

毒的血清单胺氧化酶测定结果分别为 .0 0 和 16
.

1 单

位
。

其中一例血清单胺氧化酶在第 10 天才由原来 。 上

升到 8
.

吐单位
。

红旗化工厂杀虫脉包装工人生产后尿

杀虫眯排泄量增高而血清单胺氧 化酶 无 明 显变化
。

由此可见血清单胺氧化酶抑制仅在严重中 毒 时 才 降

低
,

而当时临床中毒症状己很明显
,

且试验操作花费

时间
,

故单胺氧化酶测定不列入本诊断标准
。

6
.

关于治疗原则

6
.

1 用肥皂水彻底洗清污染皮肤
,
日服中毒应及

时彻 底洗胃
。

6
.

2 美蓝每次 1一 Zm g/ 吨 体重
,

用 5 0 %葡萄糖

溶液稀释
,

静脉缓注
。

如注射后 1 ~ 2 小时
,

紫给仄

好转
,

可重复注射美蓝全量或半量
,

切忌 使 用 大剂

量
。

若一次美蓝剂量超过 cm g / k g 体重
,

仅可使血

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
,

加重紫维
。

了
.

关干劳动力鉴定

职业性急性杀虫眯中毒恢复后一般仍可参加原工

作
。

长期从事杀虫眯工作人员 若尿中杀虫眯及其代

谢产物 4一氯
一
邻甲苯胺排泄量增高

,

> 。 .

1 5 m g /L
,

说

明已有一定量吸收
,

虽无临床中毒症状
,

应暂时脱离杀

虫月米接触 7 天
。

8
.

职业禁忌证

职业性急性杀虫眯中毒
,
主要通过皮肤大量污染

引起
。

故有严重皮肤破损和皮肤过敏性疾病者应列为

职业禁忌证
。

有明显心
、

肝
、

肾
、

膀胧疾病和神经
、

内分泌疾病亦均列入职业禁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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