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2

处理
, x Z 二

72
.

0 2 0
,

P < 0
.

0 0 5
,

有显著差异
。

观察组心

电图异常以 S T一 T改变为主
,

其绝大多数表现在主波

向上的肢体导联上的 T波平坦
、

双向
、

倒置 ( < R / I )Q

或S T段水平下移在 o
.

05 m V 以上 (见上表 )
。

2
.

3 观察组 S T一 T 改变的检出率在头 10 年工龄里呈

直线上升到 4 1
.

46 %
,

随后稍有下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

( 33%左右 )
。

其检出率在 30 岁以前的年龄里呈直线

上升到 4 3
.

33 %
,

而在 以后的年龄里稳定在韶
.

5% 左

右
。

而对照组则无此情况
。

3 讨论

工业噪声对听觉器官有器质性损伤
,

而对心脏的

影响尚未肯定
。

本资料的观察组 S T一 T改变检出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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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04 %
,

对照组的仅为 4
.

“ %
,

二组有差异 X(
, =

5 3
.

0 7 0
,

P ( 0
.

00 5 )
,

特别是在头十年工龄里其检出

率直线上升
,

而随后不再上升
。

本资料中的听力损伤

检出率不仅在头十年里上升快
,

而以后也继续上升
。

本人认为这种随工龄增加危害加重的特点
,

是生产性

有害因素所致器质性病理性改 变 的 特 征
,

观察组的

S T一 T改变缺乏这一 特点
,

可能是噪声间接通过神经

系统对心血管产生的可逆性改变的缘故
。

长期接触噪

声
,

神经系统自身适应和协调
,

心血管所受影响随之

减轻
。

但噪声对心血管的影响仍可加重和诱发心血管

疾患
。

应引起重视
。

口服二琉基丁二酸 ( D M S A )驱铅试验的研究

新余钢铁公司防疫站 ( 3 36 501 ) 马增 荣 方梅芳 宋芳玉

国内外公认驱铅试验对诊断铅中毒有很大价值
,

硫踪比色法 )
,

测血锌外琳含量 (用国产西安生化仪

本文应用解毒新药 口服 二琉基丁二酸 (D M S A ) 对铅 器研究所生产的X Y一 C Z P P血液荧光测定仪按文献

作业者进行驱铅试验
,

以期对方法
、

评判标准进行载 介绍方法测试 ) 并记录服药后副作用
。

讨
。

1
.

3 判别标准 按卫生部 1 9 8 9年
“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

, 班铅试验对象和方法 诊断标准
”

规定
: “

凡驱铅试验尿铅值 ( 1
.

45 拼m ol / L

1
.

1 对象 某铜丝厂铅热处理工 158 名
,

年龄 19 ~ 5 5 (0
.

3m g/ L ) 为 正常
,

妻 1
.

45 “ m of / L (0
.

3m g / )L

岁 (平均 2 5
.

7岁 )
,

工龄 z一 3 3年 (平均 1 1
.

2 8年 )
。

而 ( 3
.

5 6 一̀ m o l / L ( o
.

sm g / L ) 为铅 吸 收
,

) 3
.

5 6

现场铅烟浓度 0
.

0 3 2~ o
.

3 l m g /爪
3 ,

超过 国家卫 召m o l / L ( o
.

s m g / L ) 或 一 5 2召 m
o l / Zd h ( l m g / L )为

生标准 ( o
.

o 3m g / m
3 ) 0

.

1 5一 9
.

5 2倍
。

铅中毒
, ,

进行诊断
。

1
.

2 方法 驱铅试验用药为 口服 D M S A胶囊 ( 上海 2 结果和讨论

新亚制药厂 9 2 0 2 02) 1
.

0克晨 8 时顿服
。

2
.

1 15 8例接铅者服 D M S A 未发生 1例明显副作用
。

服药前排尿
,

服药后留 24 小时尿计尿量测尿铅 (双 2
.

2 驱铅试验前后尿铅含量与中毒关系 (见表 1 )
。

表 1 驱铅试验前后尿铅含量及中毒关系

空 白尿铅含量 (” m o l/ L )

范 围 X

驭铅试验尿铅 含量印 m ol / L )
全} l 别 例数

范 围 X 范 围 又

一一
一

一
一 ~ ~ ~ , ~ ~ 甲甲 . 侧~ ~ 一~ ~ 一 ~ - - 幽一一 ~ ~ ~ ~ ~ ~ - - - -一~ ` ~

铅中毒组

铅吸收 组

正常接铅组

0
.

0 5 8~ 1
.

3 5 2

0
.

06 2 ~ 1
.

3 8 1

0~ 1
.

2 2 G

0
.

5 07

0
.

5 3 0

0
.

46 3

3
.

8 6~ 6
.

7 0

1
.

4 5 8 ~ 3
.

6 7

3 0

O1

0
.

0 3 8 6 ~ 1
.

3 5 2 0
.

8 2 1

八O月̀代dQJ

表 2 驱铅试验铅中毒与锌叶琳含量的关系

组 别 例数 Z P P范围 均值 标准 t
(户g / g H b )

6
.

5 3

6
.

5 5

3 87

筑红67
目rOJnb

根据卫生部标准 158 例接铅者中铅 中毒 8例 (5 % )
,

铅吸收 5 3例 ( 3 3
.

5% )
,

正常接铅者 9 7例 ( 5 5 % )
。

2
.

3 驱铅试验后尿铅含量与血 Z P P 含量关系 48 例

接铅者的驱铅试验后尿铅含量与血 Z P P含量相关
, r 二

0
.

45
, P < 0

.

01
.

铅 中毒锌叶琳含量 > 铅吸收 > 正常

接铅者 (见表 2 )
。

血 Z P P含量反映了铅对红细胞叶琳代谢障碍
,

从

本文 15 8 例驱铅试验结果表明二者对铅 中毒诊断结果

是一致的
.

驱铅试验尿铅值为病因指标
,

血 Z P P含量

铅中毒组

铅吸收组

正常接铅者

.

4 ee 2 8
.

6

.

5~ 3 7
.

4

4一 20
_

4

月诬qù118关盯

为亚临床生化改变指标
,

二者联合应用于 划分正常接

铅者
、

铅吸收
、

铅中毒
,

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

2
.

4 驱铅试验尿铅值与空白尿铅值的比较 尿 铅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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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映近期铅接触水平
,

空白尿铅正常值上 限 ( 0
.

30

科m o l/ L )作为铅中毒筛选指标之一 现仍在国内持续应

用
。

本文 15 8例在体检时测定了空白尿铅值
,

其中>

0
.

39 “ m ol / L 1 01 例
,

占受检者6 3
.

2 %
,

通过驱铅试验发

现空白尿铅异常率 ( ) 。
.

39 “ m of / )L 与驱铅试验结果

不尽一致 (见表 3 )
。

裹 3 驱铅试验尿铅值与空白尿铅值 比较

18 3

组 别
空 白尿铅值

分 0
.

3 , 料 m o l / L 蕊 0
.

3 9拌
mo l / L

尿铅值李 1
.

45 “ m o l / L者 44 例
,

二者符合率仅43
.

6 %
,

而盯何空白尿铅值 ( 0
.

3 9拼m ol / L 者经驱铅试验有 2丁

例尿铅值 ) 1
.

4 5召m ol / L
,

即其漏诊率达 4 7
.

3%
,

通过

计算空白尿铅值敏感性仅为 42
.

3%
。

2
.

5 从本文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2
.

5
.

1 口服 D M S A I克对铅作业者进行驱铅试验方

法简单
,

无副作用
,

用于个体诊断是可行的
。

2
.

5
.

2 驱铅试验尿铅值与血 Z P P 含量呈一致变化

(r 二 。
.

4 5
,

P < 0
.

01 )
,

二者联合应用于铅中毒诊断可

提高准确度
。

2
。

5
.

3 空 白尿铅值波动较大
,

影响因素众多
,

以 一

次尿铅测定值作为筛选指标并不理想
。

27304457吸铅试脸 ) 1
.

45 拌 r o o l / L

的尿铅值 《 1
.

45 拌m o l/ L

在 10 1例空白尿铅量 ) 。
.

3 9 “ m ol / L者中驱铅试验

19 8了一1 9 93 年东港市 383 例农村农药中毒情况分析

东港市卫生防疫站 ( 1 1 8 3 0 0 ) 肖长权

本文对 7年来我市 383 例农药中毒事故进行分析
。

重点乡镇调查的结果
。

资料来派 2 接触农药情况

取自全市各医疗院所上报的 《农药中毒卡片 》 和 见下表
。

1 98 7~ 19 93年接触农药人数统计

19 8 7

7 86 4 2

12 0 6 6 2

93 0 4 8

2 9 2 3 52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杀菌荆

杀 虫荆

除草荆

合 计

7 8 82 6

12 08 4 3

5 3 3 4 0

2 9 3 0 0 9

7 8 8 53

1 2 1 3 6 3

9 34 52

2 9 3 6 6 8

7 8 9 5 3

1 2 2 3 90

9 3 47 2

2 9 4 8 1 5

8 0 6 2 1

1 2 1 5 3 6

9 3 82 4

2 9 5 98 1

8 0 7 4 9

1 2 1 5 8 7

94 83 4

2 9 7 1 6 0

8 1 0 8 8

1 21 6 2 8

9 6 2 8 6

2 9 9 0 0 2

3 中弃价况

3
.

1 中毒分类 3 83 例农药中毒中
,

生产性中毒 18 丁

例
,

占4 8
.

8 3%
,

无死亡
。

非生产性中 毒 1 9 6 例
,

占

5 1
.

1 7 %
,

死亡 34例
,

病死率 1 7
.

5 3 %
。

3
.

2 性别分布 生产性中毒男 166 例
,

女 21 例
,

男 : 女
二

7
.

9 : 1
。

非生产性中毒男 6 3例
,

女 133 例
,

女 :男 = 2
.

1

: 1
。

非生产性中毒男性死亡 14 例
,

病死率 22
.

20 %
,

女性死亡 34 例
,

病死率 2 5
.

5 6 %
。

3
.

3 年龄分布 生产性中毒年龄在 16 ~ 69 岁
,

其中

2 0~ 4 0岁 占8 4
.

0 0% ; 非生产性中毒 1 2~ 7 7岁
,

其中

2 0~ 35岁占5 7
.

4 0%
。

3
.

4 中毒时间与季节 1 9 8 7一 1 9 9 3年间
,

生产性中毒

以 1 9 9 0年发病最多
,

共计 1 23 例
,

占 7 年中的 6 5
.

7 7 %
。

发生季节在 3~ 9月间
,

其中 7
、

8 两月 为 高 峰
,

占

8 6
。

8 0% , 非生产性中毒全年皆有发生
。

3
.

5 农药中毒的品种 引起中毒的农药共 16 种
,

有

机磷农药中毒共 2 7 4例
,

占7 1
.

5 4 %
,

其中 1 6 0 5中毒 1 6 5

例
,

占总中毒例数的 43
.

8%
:

其次为乐果和敌敌畏
,

分别占 1 3
.

8 4 %和 9
.

4了%
。

3
.

6 中毒原 因分析

3
.

6
.

1 生产性中毒
:
使用大量剧毒农药不注意 个 人

防护
、

操作时间过长是中毒主要原 因
,

占84
.

20 %
;
其

次自己不按比例稀释农药
、

器械滴漏等占15
.

78 %
。

3
.

6
.

2 非生产性中毒
:
由于家庭纠纷和婚姻问 题 占

9 6
。
2 4 %

,

其他原因 占 3
.

邓 %
。

4 讨论

4
.

1 生产性中毒男性是女性的 7
.

9倍
,

并且年龄在 20

一 4 0岁占84
.

0。%
,

此年龄组男性是主要劳动力
,

接触

机会较多
,

因此应加强对农药使用者的教育和培训
。

非

生产性中毒女性是男性的 2
.

1倍
,

年龄较分散
,

但 20 一

3 5岁之间占57
.

4 0%
,

提示应加强对青少年思想教育
。

4
.

2 1 9 9 0年生产性中毒突增
,

高达 123 例
,

占 7 年中

的 6 5
.

7 7 %
。

经调查
,

该年这一地区发生有史以来最严

重干早和虫害
,

农民使用大量 1 6 0 5
。

4
.

3 每年 7
、

8两月生产性中毒占8 1
.

16 %
,

主要是农

药用量多
,

天气热
,

个人防护差致皮肤污染而中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