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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指标时必须考虑的
。

不过
,

F E P 与 Z P P

虽有上述不足之处
,

但瑕不掩瑜
,

F E P与Z P P

仍有其特殊价值
,

除了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与很

少假阴性之外
,

用荧光自动分析仪测定 Z P P更

具备快速
、

简便等优点
,

值得作为判断慢性铅

职业危害的指标之一
。

许多新药临床应用时
,

初期的报告常常强

调其疗效的优越性
,

应用更多病例后才逐渐发

现其缺点
。

医学中检验指标的评价也常有此种

情况
,

F E P与Z P P并不例外
。

(上海医科大学张瑞稳博士进行全部微机分析
,

我院冯玉妹医师整理部分资料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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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徐 瑞 和 教 授 及 其 贡 献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 姚光弼

徐瑞和教授是我 国当代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的著名

学者
,

毕生献身于祖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

他生于 1 9 1 6

年 12月 i 日
,

1 9名g年 z 月 24日因患结肠癌不幸逝世
,

瀚年 74 岁
。

徐瑞和教授 1 9 37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
。

抗 日

初期参加红十宇会医疗组织
,

辗转各地战场
,

尽力救治

伤病员
。

其后在云南
、

贵州等省创建贵州省第五 区高级

医事职业学校和遵义卫生院
,

培养众多卫生人才
,

并

参与扑灭了当地的霍乱流行以及其他传染病的防治工

作
,

声誉卓著
。

抗日战争胜利后
,

先后筹建江苏省立

徐州医院和扬州医院
。

1 9 4 8年由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派遣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公共卫生
。

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
,

毅然回国参加建设
,

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

卫生局技正和第一劳工贬院院长
。

1 9 5 0年受命建立白

喉医院
,

为控制上海市白喉流行作出贡献
。

俐后在白

喉医院的基础上
,

扩建成立上海第一劳工医院 (现为

静安区中心医院 ) ,

从仅有少数病床的小型医院发展

为 2 5。 余张床位的了价级综合性医院
,

并聘请多名专家

担任顾间和主任医师
,

成为 60 年代初期沪西工人区为

劳动群众服务的重要医疗机构
。

解放初期
,

旧社会遗留的工厂设备简陋
,
几乎没

有保护设施
,

工人患职业病者很 多
。

鉴 于此
,

徐 瑞

和教授于 19 54年在第一劳工医院创设了上海市第一个

预防
、

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职业病科
,

他兼任主任
。

当时规模很小
,

仅有住院医师一人
,

技术员二人和公

共卫生护士一人
。

他不辞艰苦
,

一

深入工矿现场
,

在短

短的二三年内对职业性铅
、

汞和苯中毒及 矽 肺 等 职

业病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

提出较完整的诊
’

断 标 准和

防治方案
。

1 9 55~ 1 9 58年
,

该院职业病科又接受沪西

地区急性职业中毒的诊治和抢救工作
,

日夜为病人服

务
。

徐瑞和教授对职业性铅中毒的造诣尤为突出户 他

首先应用碱粒试验诊断早期中毒
,

提出了铅中毒的临

床分类
,

最早在国内用拘椽酸钠和依地酸钠盐治疗和

预防铅中毒
,

先后发表了 8篇重要论文
,

对国内的职

业病研究和防治起了先导和推动作用
。

笔者作为他当

年创业初期仅有的一名青年住院医师
,

从 他 治 学
·

谨

严
、

诲人不倦和献身科学的精神
,

深受激励
,

成为我毕

生从事医学科学事业的学习楷模
。

1 9 , 年徐瑞和教授受命建 立上海市职业 病 防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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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抽盾皆为中枢神经兴奋性增高的表现
。

如有条件

时
,

可作肌电图检查或脑电图检查观察有否肌肉或脑

内的重复放电
,

但如结果阴性
,

不能排除中 毒 的 诊

断
。

A
.

5 拟除虫菊醋在人体中代谢与排泄均甚快
。

接触

后24 小时内留尿
,

用气相色谱法检测戊氛菊醋原形含

量或用高压液相色谱法检侧尿中澳氛菊醋代谢物二澳

酸可作为接触指标
。

检出量与接触者的反应尚未发现

动 有平行关系
。

A
.

6 拟除虫菊醋遇碱可分解
,

因此对污染的皮肤应

尽可能用肥皂水冲洗
,

对口服中毒者亦宜以 2 ~ 4 %
` 碳酸氢钠液或清水彻底洗胃

。

本病经支持及对症治疗

后一般预后较好
。

A
.

7 重度中毒时意识障碍的判定参照 《职业性急性

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附录 人 有接触

性皮炎者参照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则》 处理
。

6 3

A
.

台 对因混用拟除虫菊醋及有机磷农药发生急性中

毒者
,

如辨明已有急性有机确中毒的征象 (如幢孔缩

小
,

全血胆碱醋酶活性降低 ) 时
,

应先按急 性 有 机

礴中毒进行处理
,

而后给予对症治疗
。

如不能排除急

性有机碑中毒时
,

可用适量阿托品试验治疗
,

密切观

察治疗反应
。

对重度拟除虫菊醋中毒出现肺水肿者可

用少量阿托品治疗
,

但应注意避免过量造成阿托品中

毒
。

附加说明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

本标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研究所负责起草
,

河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南京医

学院附属医院及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参加研制
。

本标准于 l e 8 8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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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标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研究所负责解释
`

对合成3
,

3
,
一二氯联苯胺工人的健康调查

长春市第二 医院职业病科 周凯辉

吉林省农安县卫 生防疫站 唐永川

李志儒

李德芳

在合成 3 , 3 ,-二抓联 苯 胺 (3 , 3
’ 一
二 D ic ih o or b即

z i id 巨 e , D C )B 过程中
,

原料邻硝基氛苯
、

中间产

物邻抓苯胶可影响人体健康
。

为此
,

我们对某厂合成

D C B 的工人进行了调查
。

结果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该厂 198 6年底投产
,

日产50 公斤
。

各工序均在一个约 50 0nI
, 的厂房内进行

,

无排风装

置
。

工人 24 小时三班制
,

无特殊个人防护
。

车间空气

中邻抓苯胺浓度为 0
.

11m g / in
, 。

. 二
、

临床表现 从事D cs 生产工人 40 例中出现尿

路刺激症状 了例
、

腰痛 8例
、

皮肤搔痒感 3 5例
、

皮疹

30 例
、

咳嗽 10例
。

实验室检查
:
肝功

、

脱落细胞
、

血

沉均在正常范围
。

有 2 例尿中出现少量白细胞
,

2 例

尿红细胞满视野
、

白细胞 2 ~ 3 / H p
、

蛋白 ( + + )
。

而对照组的40 名非生产 D C B 工人无一出现尿路刺激

症状
,

可见
,

D C B 工人尿路刺激症状明显高于 对 照

组
。

曾收治 D C B 合成工出现血尿 1例
,

可能与接触

邻抓苯胺
、

邻硝基氯苯有关
。

本组工人最突出的临床

表现为接触性皮炎
,

发病时间为 1 星期~ 1个月
,

病

程 3 天一 3 个月
。

皮损好发部位为颜面
、

四胶暴派部

位
,

皮损呈散在或成片之红斑
、

水肿
、

丘疹
,

脱离接

触或中药对症治疗后减轻或痊愈
。

所发生的皮炎可能

与操作工缺乏个人防护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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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并兼任所长
,

为全面规划和推动全市的职业病防

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海市职防所现改名为上海市劳

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

1 9 6 3年徐瑞和教授调至原上海第二 医学院任卫生

学教研室副主任
,

为建设教研室
,

培养青年教师和劳

动卫生骨千蝎尽心力
。 “

四人帮
”

粉碎后
,

为争取损

失的时闻
.
在科研和教育工作上做了许多工作

,

并多

方关心帮助中
、

青年师资的成长
。

晚年担任联合国世

界卫生组织 (W月 O ) 职业病合作中心学术顾问
,

上海

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顾问
。

他参加 编 写 的

《 卫生学辞典》 获卫生部 1 98 5年科技成果奖
。

徐瑞和教授一生尽瘁于卫生医药事业
,

在党的领

导下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
。

但是他还没有充分发挥

他的经验和才能
,

过早地逝世
,

是我国劳动卫生和职

业病科学的重大损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