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7 2

SO D活性下降与对照组的差异均 有显著性
,

其活性

变化与尿铅有 良好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相关分析表明
:

红细胞 S O D 与尿铅
、

尿 手A L A 高度相关
, r 分别

为 一 0
.

47 和 一 0
.

3 0
.

3 讨论

S O D 是机休内杭氧化作用的重要酶系
,

在生理

条件下
,

能清除细胞内有害的过氧化代谢产物
,

阻断

脂质过氧化的链钱反应
,

从而起保护细胞膜结构和功

能完整性的作用
。

S O D 是一种金属醉
,

当铅进入体

内并达到一定浓度时
,

就会取代其活性中心的金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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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沁之失活
。

国内有人研究的铅作业工人脂质过氧

化作用结果表明
,

在尿铅浓度为。 .

3“ 之 。
.

1 8 5拼m ol / L

时
,

血中 S O D 活性明显受到抑制
。

由 于 S O D 与

衰老有密切联系
,

参照国内红细 胞 S O D 正 常 值 范

围
,

本实验选择研究对象年龄差异对 5 0 ,D 话性无 影

响
。

本文的研究结果提示
,

接铅工人各组 S O D 活性

明显下降
,

说明 S O D 是 一个较敏感的酶学指标
,

且

S O D 与尿铅呈良好的剂量
一
效应关 系

,

与 尿 铅
、

尿

手户d
J

A 水平相关
,

因而红细胞 S O D 可作为评价铅

作业工 人的生物学 监测指标
。

抓乙稀作业工人神经系统变化的探讨

金玉坷
,

张玉 兰
’

张福生
,

张英廷
,

孟 月
’
周推红

,

本文通过对接触氯 乙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临床体

征
、

神经肌 电图检查结果 的报道
,

对慢性氯 乙烯中毒

的诊断指标进行初步探讨
。

1 材科和方法

1
。

1 对象 选自某化工厂 接触氯 乙烯作业工人 48 ~ 59

人
,

工龄 1 ~ 2 4年
,

平均 10 年 ; 年龄 21 一 55 岁
,

平均

3 3
.

6岁
;
工种包括聚合

、

转化
、

叙 乙稀及其他
。

空气

中氛 乙烯浓度 9
.

4 2~ Zo
.

o s lr 唱 /m 3 ( 1 9 78~ 1 98 8 年均

值 )
。

对照组 为不接触氯乙烯的机关干部及勤杂工 32

~ 82人
,

年龄 20 一 60 岁
,

平均 艺7
.

5岁
。

1
.

2 检查 方法 神经系统临床检查按临床常规检查方

法进行
。

神经肌电采用 日本光电 M E M
ee
3 1OZ 肌电图

机
,

在 8 月份盛夏季节
,

肤温 30
O

C以上
。

用同心针电

极进行
,

检查一侧伸趾短肌的肌电图和同侧胖总神经

的运动
,

神经传导速度及远端潜伏期
。

2 往资结果

2
.

1 神经系统检查 见表 1
、
2

。

2
.

2 肌电图 ( E M G ) 纤颤
、

正锐波形 在本组工人的

表 1 氯 乙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主要症状

组别 例致 记忆力减 退 失眠 多梦 头晕 易激动 肢麻 多汗 乏力

对 照组

( % )

接 触组

(% ) :爪

3

9

3 3 .

5 5
.

9

3 3 .

5 5
.

9

2 9 .

4 9
.

12
.

5

1 8

3 0
.

5

1

3

34 .

三7
.

6
*37.62

.38.64

与对照组比 较 P < 0
.

01

表 2

组 别 例
`

数 舌颐

氯 乙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主 要体征

睑顺 手颐 胶端痛觉减退 肢端触觉减退 碟部震 动觉减退 下肢肌力 减弱

几舀O公

对照组

(% )

接触组

(% )

3 2 6

1 8
.

7

1 5

2 5
.

4

3

9
.

4

l 3

2 2 ::
` 2

::
`

:;
’

OUOU

:

月任介Jó甘八甘,土J,,Ul卜d

. 与对照组比 较 P < 0
.

01

表现特点是波幅低
、

时限短
,

可能是神经末稍轻微损

窖的结果
。

两组伸趾短肌 E M G 比较见表 3
。

2
.

3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M C V )和远端潜伏期 ( D L )

见表 4
。

1
.

白求恩 医科大学预防医 学院 ( 13 0 0 2 1)

2
.

四平市联合化工厂职业病科

3
.

吉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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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伸趾短肌 E MG 比较

组 别 例数 纤翻波 正锐波 纤硕波 正锐彼 计

对照组

接触组

( % )

0

4 .

8
。

3 3

0

7 .

1 4
.

5 8

0

13 .

2 7
。

0 8

0

2 4

5 0
.

Q

36拐

与对 照组 比较 . P< 0
.

01

衰 4 两组胜总神经 MC v 和 D L 比较反 士
sD )

组 别 佣. MC VD L

韶55对照组

接触 组

4 9
。

2 2 士2
.

7 2

4 9
.

2 士 2
.

9 2

3
.

5 4 士 0
.

4 4

3
.

93 士0
.

6 7 .

与对抓组 比较 .
P< 。

.

01

3 讨论

目前对慢性抓乙烯中毒 均诊断
,

多着重中毒性肝

病
,

晚期可发生肝血管肉瘤及肝癌
。

长期接触氯 乙烯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文献报道较少
。

长期工作在氯 乙烯

, ~ 20 m只 /m
3 浓度下

,

主要表现的神经 衰 弱 综 合

征
。

可作为辅助诊断指标
。

另外
,

本组工人有肢体麻木
、

感觉减退及肌力减

弱
。

从检查中发现 5〕% 工人肌 电图 出现纤颤或正锐

波
,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者 1例
,

14
.

2 。% 工人出

现远端潜伏期延长
。

在周围性神经病变有 轴 索 损 害

时
,

才可以侧出纤撅电位和正锐波
,

单纯的节段性脱

做鞘病变则不出现这些改变
,

而纤颤电位的多少
,

取决

于轴索损害的程度和病情进展的速度
。

工业毒物和药

物引起的中毒性神经变性一般先影响最长神经的末梢

端
,

然后慢慢的向中枢端扩布
。

中毒性神经变性的原发

病变主要在胞体
,

是由于代谢性障碍导致轴浆流中营

养成份减少
,

供应末梢减少
,

而髓鞘改变少见或轻微
.

对肢体远端肌肉进行仔细的肌电检查
,

常可早期

发现轻症病例或亚临床的周围神经损害
。

说明肌电图

也是对接触神经毒物的作业工人进行普查时不 可缺少

的指标
。

利 用肌电图对中毒性轴索变性神经病患者进

行随访观察还可判断预后
,

确定疗效
,

以及鉴定劳动

能力提供客观依据
。

调查中可见长期接触低浓度氯 乙烯工人出现周围

神经病变
,

这些改变多发生在周围神经末端
,

以轴索

病变为主
,

轻微的中毒性损害和国外报道类似
。

氯 乙烯不仅是趋肝性毒物
,

也是亲神经毒物
。

如果

增加被栓测的神经条数和肌肉块数或感觉神经传导速

度 测定
.

叫阳性发现会增加
,

结合接触氯 乙烯历史
、

临

床症状
、

{
J卜脾肿大和神经肌电图改变的客观指标

,

既能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又能早期发现氯乙烯对工人影响
。

66 9例急性职业中毒原因分析

武汉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

从 1 980 ~ 1 991 年期间
,

我院收治或参与抢救急性

中毒患者共66 9例
,

死亡 11 例
,

为了更好地做好预防工

作
,

现将这 669 例急性中毒资料分析如下
。

( 4 3 0 0 7 1 ) 陈彩秀 黄萍萍

刺激性气
,

体中毒情况见表 2
。

表 2 各种刺激性气体的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

毒 物 事故发生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病死 率 (% )

, 弃物分类及中毒人数分析

从表 1可见工业急性中毒主要以刺激 性 气 体 为

主 , 其次为窒息性气体
,

中毒人数虽少
,

但 死 亡 率

高
,

危害程度极大
;

其他急性中毒如有机溶剂
、

金属

类及有机磷农药等多为散在发生
,

较少发生死亡
。

裹 1 1 9 8 0一 1 9 9 1年工业急性中毒毒物分类

毒物种类 中毒例数 构成比 (% ) 死 亡数 构成 比 ( % )

刺激性气体 4 26 62
.

15 5 吐5
.

` 5

蜜息性气体 4 9 7
.

3 2 5 4 5
.

45

有机溶剂 1 8 2
.

6 9 1 9
.

0 9

金属类 43 6
.

4 3 一 一

有机礴农药 1 4 3 2 1
.

3 8 一 _

合 计 6 6 9 1 0 0
.

0 0 1 1 1 0 0
.

0 0

硫酸二 甲醋

三 氯氧磷

三 抓化磷

三 氯乙烯

抓丁二烯

抓 气

氢 氮 酸

2
。

2 9

合 计 10

1 4
_

4

1
.

20

.ó内匕,Jn心ō勺月马片了甲
.已d工a,1,11胜1

窒息性气体中毒主要见于硫化氢 (26 例 ) 和一氧

化碳 ( 2 3例 )
,

中毒人数共 4 9人
,

死亡 5人
,

病死率

10
.

20 %
,

是刺激性气体中毒病死率的十倍
。

2 典型事故

1 9 8忿年武汉某船厂 10 名工人在仅有两人孔的密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