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巾国工业医学杂志 9 1“ 年第 7卷第 5期 .

273

表 3 两组伸趾短肌 E M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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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0 8

0

4 2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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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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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佣 . M C V DL

韶 55对照组

接触 组

9 4
。

2 2士 2
.

7 2

49
.

2士 2
.

9 2

3
.

4 5士 0
.

44

3
.

93 士0
.

6 7 .

与对抓组 比较 .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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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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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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气

氢 氮 酸

2
。

2 9

合 计 10

1 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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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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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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7 1

船舱内用转化性带锈防锈底漆涂刷
,

15 分钟后 10 名工

人相继出现酒醉感
、

头昏
、

心慌乏力
,

昏倒
,

其中离

人孔最远处 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

其余 9 名均为重度

中毒
,

经抢救脱险
。

现场 模 拟 试 验
,

苯 浓 度 高达

10 70 4
.

4m g / m
, ,

甲苯 1招 1
.

4m g / m
3 ,

分别超过国家

最高允许浓度 26 7
.

61 倍及 14
.

8倍
。

1 9 84 年 6 月一辆装载三氯化磷药液的货车因刹车

失灵
,

翻车起火
,

有 15 3人中毒
,

轻度中毒 15 2人
,

中

度 l 人
。

沿街高压电设备受破坏
,

居民家 电 如 电 视

机
、

缝纫机
、

自行车等物品电镀部分被腐蚀
,

家禽全

部死亡 , 附近树木均枯萎发黄
。

事故发生后 6 小时
,

中毒现场测定
:
三氯化磷浓度在 0

.

701 一 1 3
.

4 3 6m g /

m , 范围内
,

超过居民区大气卫生标准 69 一 1 3 4 2倍
,

氛化氢高达 1 3
.

43 6m g / m气超过国家标准 26 8
.

7倍
。

1 9 9 1年 6 月某化学助 剂厂 硫酸 二甲醋储罐的输送

管道被残渣堵塞
,

在进行真空除渣 时
,

储 罐 突 然 爆

炸
,

引起 16 人中毒
,

其中在现场的 3 人中
,

1人重度

中毒
,

千 24 小时内死于急性肺水肿
、

喉头水肿
;
另两人

重度中毒合并大面积体表皮肤化学性灼伤
.

在度过肺

水肿
、

休克期后
,

1 例于第六天死于 继发性
“

成人 呼

吸窘迫综合症
” ,

另 1 例于第十七 天死于
“

应激性溃

疡
”
性消化道大出血

。

其余13 例均为护送和清理现场

人员
, 1 例重度中毒

,
2 例中度

,

10 例轻度中毒
。

现

场无空气浓度测定
。

19 91 年 8 月某造 纸厂
,

由于纸浆池淹水
,

纸浆发

酵产生大量硫化氢
,

空气浓度 40 o m g / m 3 ,

一 氧 化碳

i 5 lr 唱/m , ,

二氧化碳 2 5 0 0m g / m
3 ,

分别超标 3 9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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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倍和 0
.

4倍
,

引起25 人中毒
,

1人死亡
。

死 者 表现

为闪电样死亡
。

1 9 9 1 年 10 月某化工厂氢氟酸管道阻塞
,

压力增

高
,
检修时观察镜破裂

,

大量氢氟酸 气 体
、

液 体 外

滋
,
造成 6 例急性中毒

,
2 例检修工

,
1 例送往医院

途中死于急性肺水肿
;
余 4 例为救护 人 员

,

发 生 了

轻
、

中度中毒
。

1 9 9 1年 11 月某炼灰厂在窑炉点火约 20 小时后
,

3

名工人由于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
,

下窑整理

矿石
, ·

瞬间连续死亡
。

事故后 测 定 空 气 一 氧 化碳

2峨o o o lr 嗯 / m
, 、

二氧化碳 3 7 5 0 0 o n lg /m
, ,

分别超标

7 7 9倍和 19
.

8倍
。

3 讨论

本文急性中毒死亡 n 例
,

现场死亡 6 例
,

占死亡

人数 55 %
,

说明增强厂矿企业卫生救护宣传教 育 工

作
,

提高医护人员的救护水平及自救能力十分必要
。

总结 12 年间
,

20 余起急性中毒事故的发生原 因如

下
: ( 1 )不懂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毒物及危害 ; ( 2 )

缺乏安全教育
,

违反安全操作制度 ; ( 3 )设备陈旧老

化
,

跑
、

冒
、

滴
、

漏
,

管理不善 , ( 4 )没有通风排毒

设备 , ( 5 )没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

根据以上几点
,

须

以预防为主
,

在改善生产 环境
,

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

用品的同时
,

加强对工人和厂 领导进行生产毒物及毒

物对人体危害等方面知识的教育
,

提高工人的防护意

识
,

特别是 乡镇企业和民办工厂尤为重要
,

要严格遵守

安全操作规程
,

以杜绝急性中毒事故的发生
。

氯氰菊醋合并动眼神经麻痹 1 例报告

李学国
’

刘英芝
`

杨广恩
,

主某
,

女
,

21 岁
,

果树工
,

因右眼复视
,

视力下 6m m
,

直接对光反射消失
。

眼底无异常
,

眼压正常
,

降
,

睁眼 困难 3 夭
,

于 1 9 9 1年 6 月 8 日来诊
。

该患发 视野正常
,

左眼未见异常
,

摄 X 光片
:

颅骨裸鞍及左

病前一周
,

曾于果树田 间喷洒稀释 1 0 0 0一 2 0 0 0倍的氯 眶未见异常
。

氰菊醋与少量的乐果混液
,

喷药时误入右眼内
,

当时 诊断
:
氯氰菊醋合并右眼动眼神经麻痹

。

感觉不适
,

发红
,

伴有烧灼感
、

水肿
,

未 经 任 何处 治疗及效果
:
全身给予大量皮质类固醇

、

维生素
,

理
,

一 夭后症状自行缓解
。

伤后第七 天出现复视
,

视 血管扩张剂治疗
。

一个月后上睑提肌恢复正常
,

眼球

力下降
,

眼球活动疼痛加剧
,

睁眼困难
。

否认感冒
、

内转过中线
,

上
、

下转恢复不显
,

瞳孔 4 m m
,

直接反

头痛及眼外伤史
。

应迟钝
。

55 日痊愈
,

复视消失
,

检查视力 1
.

0
,

眼球各

检查
:
内科全身未见异常

。

眼科检查
:
右眼视力 方位运动不受限

,

瞳孔正常大小
,

对光反应灵敏
。

.0 5
,

左眼视力 1
.

0
,

右眼明显上睑下垂
,

不能自然睁

—
大

,

上睑提肌无力
,

眼位正
,

但眼球运动内
、

上
、

F 1
.

朝 阳市劳动卫 生职业病防治所 ( 12 2 0 00 )

! 肌均受限
,

结膜充血 ( + )
,

角膜前房正常
,

瞳孔 2
.

朝阳市中心 医院眼科 3
.

朝 阳双塔区 防疫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