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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延长而增加
,

经 丫 检验差异具有非常显

著性 ( P < 0
.

0 0 5)
。

胸腰椎增生性改变在健康人群 中也 可 见

到
,

但多发生在40 岁 以上者
。

本次调查与国内

外的一些报告结果相一致
,

胸腰椎的改变与车

俩驾驶作业的全身振动和其他职业性因素是有

关 ,J`
, , ` , 。

,

J
、

结

本次研究表明
,

长期从事载重卡车
、

拖拉

机驾驶作业
,

由于全身振动超出暴露极限 (E
·

L ) 值和其他职业因素的影响
,

对人健康可能

发生有害作用
。

这一作业的腰背疼痛
、

手足麻

木等主诉症状
、

心电图节律异常改变
、

视觉运

动反应时减慢
、

胸腰椎增生变化等的检出率均

较高
。

这一结果显示对 中枢神经系统
、

心血管

系统以及骨关节系统均有
,

一定影响
。

因此
,

研

制我国全身振动卫生标准
,

限制振动的强度和

接触时间 , 研究车辆的防振和减振措施是完全

必要的
。

另外
,

对于振动与噪声
、

驾驶室内微小环

境
、

精神紧张
、

作业体位等因素的联合作用有

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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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胺磷急性中毒 9 例报告

德州市卫生防疫站 ( 2 5 3 0 18) 杨振 国

19 9 0年 8 月 23 日
,

某农药厂 9 名包装工在灌装甲

胺磷时发生急性中毒
,

现报告如下
。

中扮经过 该农药厂 因停水灌装机停用
,

改为手

工灌装
。

操作工人共 20 名
,

分成 5 个小组
,

在包装车

间将铁桶内甲胺磷分装入瓶
。

当时气温约 3 o1 C
,

车间

通风较差
,

9 名工人均未配戴个人防护用品
,

下班后

4 小时陆续出现神经
、

消化系统症状即去地区医院急

诊
。

. 库斑料 9 例均为女性
,

其中 8 例年龄19 ~ 22

岁
,

1 例 39 岁 , 均为操作工
,

在包装车间接触甲胺磷
。

9 例均有头痛
.

头晕
、

乏力
,

7 例恶 心
,

1 例呕吐
,

1

例腹痛腹钾
,

6 例多汗
,

1 例流涎
,

4 例胸闷
;

体温

3 7
.

5 ~ 39
.

8
O
C

,

瞳孔 2
.

5 ~ 3
.

5 111111 ,

余无明显阳性体

征
。

血胆碱醋酶活性 60 % 4 例
,

70 % 5 例
,
肝功

、

转

氨醉正 常
;
肺 功 能 正常 ; 心电图

:
1例始为窦性心

动过速
,

第 3 天示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

给予清

洗皮肤
,

阿托品
、

解磷定静脉注射及对症处理后
,

胆

碱角酶活性在 8 一 12 天内恢复正常
,

自觉症状在 16 天

后消失出院
。

讨 论 在包装甲胺磷过程中
,

防护间题应引超

人们的高度重视
,

如加强通风
、

降温
,

进免在高温下

手工灌装等
,

并加强安全教育
,

使工人了解该毒物的

危害性和可防性
,

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