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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迟发脑病预测概率的研究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1 0。。 5 0)

海军总医 院高压氧科

王 玉萍 陈借场 秦 洁 张寿林 何风生

潘晓生 徐光华 房广才

急性 C O 中毒的发病及死亡人数在我国属年报告

的急性职业性中毒中均居首位
。

约 13 %的急性C O 中

毒患者在急性期意识清醒后经过 2 ~ “ 夭的假愈期可

出现迟发脑病
,

表现为痴呆及帕金森氏综合征
,

危害

甚大
,

临床上难以预测及预防
。

秦洁等于 1 9吕7年 .1 月

至 1 9 9 0年 3 月通过对 22 3例急性C O中毒住院病人进行

分析流行病学研究
,

采用单因素及多困素L o 艺IS t ic 回

归分析方法
,

首次提出急性 C O 中毒患者发生迟发脑

病的六项危险因素为
:
年龄大于 .4 岁 ; 职业 以脑力劳

动为主 , 既往有高血压史 , 急性期昏迷时间持续 2 一

3 夭 ; 清醒后头晕
、

乏力持续时间较长及恢复期有精

神刺激因素
。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预测迟发脑病发生概

率的 L o g is七记 回归方程 (秦洁
,

1 9 , 2 )
。

1 9 9 1年我们

对 57 例急性 C O 中毒患者于急性期应用该方程进行预

测
,

得 出的迟发脑病预测概率 P 值与患者发生迟发脑

病的临床诊断相比较
,

观察其符合率以验证和评价该

预测方程 的可 靠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1 9 9 0 年 1 0月至王9 9 2年 4 月在海军总

医院高压科住院并确诊为急性 C O 中毒患者计57 例
,

其中男 3 9例
,

女1 8例
,

年龄 1 8一 7 8岁
,

平均 3 6
.

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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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表 1

预测急性C O中毒迟发脑病发生概率

0
.

0 7 4 1 8 x i + 1
.

8 4 8 x 2 + 2
。

5 5 8 5 5 x , + 1
。

5 6 5 9 6劣一 +

0
。

1 3 4 9 9 1 x , + 1
。

7 . 0连3 T 6 。

式中P :
迟发脑病预测概率 , 劣 1 :

年龄 (岁 ) ,

x Z :

既往高血压史 (1
:
有

, 。 :

无 ) , x 3 :
昏迷持续

2 一 3 夭 (1
:

是
, 。:

否 ) , 劣 4 :
职业特点 l( :

脑力

劳动
, 。 :

体力劳动 ) , x : :
清醒后头晕

、

乏力持续时

间 (夭 ) , 二 ` :

恢复期有无精神刺激因素 (1
:

有
, 。 :

无 )
。

将 57 例急性 C O 中毒患者的上述六项指标代入

预测方程
,

得出每个人发生迟发脑病的预测概率 P 值
。

2 研究结果

2
.

1 5了例病人在随访期间发生迟发脑病计 n 例
,

其

中 9 例出现于住院期间
,

2 例为出院后发生
,

本组患

者迟发脑病发生率为 1 9
.

3 %
。

2
.

2 将 盯例病人上述六项指标做为自变量代入预 叫

方程
,

得出每个人发生迟发脑病的概率 P值
,

比较不 同

预值下迟发脑病的预测及实际发生情况
,

详见表 1
。

由表 1 可以看 出
,

本组 11 例迟发脑病患者的预测

撅率除 1例低于 50 % 外
,

余 1。例均 高达 85 % 或以上
,

在未发生迟发脑病的46 例中
,

预测概率超过 50 %者有

15 例
,

但 85 %以上者仅 2 例
。

57 例急性C O 中毒病人迟发脑病的预测及实际发生结果

预 讨 概 率 %
迟发 脑病

预 礴 概 率 %

) 5 0 < 导净 ) 60 < 6 0 ) 80 ( 80 ) 佗5 < 8 5 ) 90
< 9 0

表 2 不同概率时预测迟发脑病的特异度及敏感度

预测概率 (% )

) 50 ) 6 0 多 8 0 ) 85 ) 9 0

假阳性率% 32
.

6

服阴性率% 9
.

1

待异度 % 67
.

4

灵敏度 % 90
.

9

符合率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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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计算不 同概率对预测迟发脑病的假 阳 性 率
、

假阴性率
、

特异度
、

敏感度及符合率
,

如表 2所示
,

以

预测概率为85 % 时灵敏度及特异度较为满意
。

3 讨论

急性 C O 中毒性迟发脑病 因大脑皮层下 白质广泛

脱髓鞘及苍 白球软化
,

引起痴呆
、

帕金森氏综合征等

严重的神经精神症状
,

危害甚大
。

目前对其发病机理

尚不十分清楚
,

临床上难以预测及预防
,

秦洁等经过

严格的流行病学 研究与分析
,

初步明确了急性 CO 中



毒患者发生迟发脑病的六项危险因素
,

并首次建立了

预测迟发脑病发生概率的 L og 峨 ic 回归方程
。

为评价

这一预测方程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

我们在 57 例急性

C O 中毒患者中
,

用此预测方程进行检验
,

结果发现

急性 C O
,

中毒患者的迟发脑病预测概率为50 %至80 %

时
,

实际发病的假阳性率逐渐降低
,

假阴性率不变
,

特异度及敏感度均逐渐增高
,

预测结果与患者发生迟

发脑病的符合率亦随着预测概率值增大而逐渐增高
,

说明预测方程的可靠性较强
。

但当 P值为90 % 时
,

假

阴性率升高一倍
,

漏诊率亦增高
。

根据统计学原理
,

如假 阳性率愈低
,

特 异 性 愈

高
,

说明迟发脑病的误测率愈低
,

而假阴性率愈低
、

敏感性愈高则说明漏诊率愈低
。

理想的目标是使其假

阳性率及假阴性率或其误测率和漏测率均最低
,

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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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
、

敏感性和符合率应最高
。

为预测急性 C O中毒

患者发生迟发脑病
,

使每一位有可能发生迟发脑病的

C O 中毒患者均在临床医护人员的重点监护之下
,

应

尽量降低迟发脑病的漏测率
,

而 P ) 90 % 时
,

虽然特

异度高达 100 %
,

但敏感性下降
,

漏测率增加
。

如 P

) 8 5 % 时
,

假 阴性率未见增加
,

敏感度不变
,

假阳性

率下降
,

特异度增高
。

基于 以上 分析
,

我们认为当对急性 C O 中毒患者

应用上述迟发脑病预测方程所得概率 P为 0
.

85 时
,

应

密切监护患者
,

及时给予充分的治疗
,

急性中毒患者

的卧床休息时间不宜少于两周
,

积极防治并发症
。

恢

复期避免精神刺激
,

急性期后应随访三个月
,

使迟发

脑病发生率降至最低
。

氧乙烯对机体抗氧化系统影响的研究

青岛化工厂职工 医院 ( 2 6 6 0 4 2 )

大连医学院毒理研究室 仲来福 张 赛

于建梅 王秀琳

马秀兰 叶建新 刘 晓芳

氯乙烯 ( V in y l d盯0 r ide
,

简称 v C ) 的慢性职业

接触
,

可致以肝脏为主的多系统和组织的损害
,

但迄

今尚缺乏V C 作业健康监护的敏感指标
。

本研究旨在

探讨V C 对接触工人杭氧化防御系统的影响
,

以寻找

健康监护的敏感指标
,

并为防治V C 中毒提供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以某厂聚氯乙烯生产车间 52 名V C 作业工人为接

触组
,

以某分厂 49 名不接触任何有毒化学物质的健康

工人为对照组
。

其中V C 接触组男 45 名
,

女 7 名 , 年

龄 21 一 59 岁
,

平均 37
.

2岁 ; 专业工龄 3 ~ 36 年
,

平均

18
.

9年
。

对照组男 31 名
,

女 18 名
;

年龄2 7一 57 岁
,

平均

37
.

5岁
。

对所有受检者均进行病史询间和详细体检
,

包括常规肝功能检查 ( T T T
、

Z n T T
、

A L T )和乙型病

毒性肝炎抗原抗体检查
。

血清甘胆酸 ( C G )含量测定
,

采用 C G放免分析试剂盒 ; 血清铜蓝蛋 白 ( C )P 含量测

定
,

采用氧化对苯二胺法多 全血谷肤甘肤过氧化物酶

( G S H 一P x )活性测定
,

采用 D T N B 直接法 , 血清丙

二醛 ( M D A )含量测定
,

用T B A方法
。

另外
,

同时进行聚氯乙烯车间空气中 V C 浓度的

测定
。

2 结果

2
。

1 氯乙烯测定结果

该车间聚氯乙烯年生产能力为7 0 0。吨
,

工艺路线

为电石乙炔法
。

车间空气中V C 浓度测定结果见表 1

(最高容许浓度 30
n l g /m

, )
。

表 1 车间空气中V C浓度 ( m g / m .)

工段 样品致 最 低值 最高值 几何均值

合成 一0 0
.

1 9 2 3
.

1 0 0
.

5 5

聚合 2 0 0
.

5 2 6 9
.

2 0 3
.

62

干燥 2 0 0
.

6 6 2
.

c 4 2
.

3 4

合计 8 0 0
.

2 9 6 9
.

2 0 1
.

9 1

2
.

2 体检结果

两组受检者均无肝大
、

肝功异常
,

乙肝抗原抗体

检测均正常
。

V C接触组血清C G含量与对照组相比
,

无显著性

差异 ( P > 。 .

05 ) 多 V C接触组全血 G S H
一P X 活性约降

低 6 4
.

5 %
,

血清 C p 含量约降低25 %
,

均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 ( P < 。 .

0 1 ) , 血清五旧O A含量两组间则无显著

性差异 ( P > 0
.

05 )
,

见表 2
。

3 讨论

目前认为
,

许多外来物质在微粒体混合功能氧化

酶系催化下可生成一系列活性中间代谢物
,

这些物质

可启动导致毒效应和细胞损伤的次级反应
,

如
:

l( )谷

胧甘肤等生物抗氧化物质耗竭 , ( 2 )膜脂质过氧化 ,

( 3 ) 细胞内钙恒稳失调 , ( 4 ) 与大分子 共 价 结

合
。

前三种反应称之为
“

氧化应激
, 。

氯乙烯在体内的解毒作用
,

主要是通过其代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