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5年第 8卷第 5期 2 5 7
·

论 著
·

23 例急性 C O中毒患者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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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5 )0

王 玉萍 张 寿林 周 晓蓉 牛利辉

北京海军总医 院高压氧科 徐光华 房广才 潘晓雯

提 要 事件相关电位 ( P 3 0 )0 是反映人类认知功能障碍的一项神经电生理指标
.

本文对 23 例急性

C O中毒患者进行了 P 3。 。及神经行为核心测验组合 ( N C T B )检查
,

结果发现中毒组 P 3 。 。潜伏期延长
、

波

幅降低
。

17 例昏迷 12 小时以上的中毒患者中
,

P 3 00 潜伏期明显延长的 9 例
,

占5 2
.

9 %
。

提示 P 3 。 。
成

份可用来预测 C O 中毒迟发脑病的发生
。

P 3 。 。与N C T B 之间有很好的一致性
。

关健伺 C O 中毒 事件相关电位 ( P 3 。 。 ) 神经行为学

事件相关电位 ( E Ve nt 一 er lat ed P ot en
-

t ia l) 是受试者区别两种不同刺激时由头皮记录

到的一组电位波形
〔 , 一 ’ 〕 ,

包括N
: 、

P
: 、

N
:

及P
3

波
。

N
l 、

P
,

及 N
:

在靶刺激和非靶刺激 时 均 可 见

到
。

P
,

为第三个出现的正相波型
,

只有在大脑有

意识注意到某刺激时才能引出
` ” ’ 。 , ,

该波在 成

年人多出现于刺激后 30 OnIS 左右
,

故又称 P
, 。 。。

P
,二 潜伏期被认为是大脑认知过程所需的时间

或速度
` ” ,’ ` , ,

因此
,

它被做为人类认知功能障

碍的一项神经电生理指标
。

国内外学者已将该

项检查用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监测
` , 一 ” ,

如

痴呆
、

H u n it n gt o n
` s病以及酒精中毒者

,

但至

今在职业病学方面尚不多见
。

为了 观 察 轻 度

C O中毒以及 C O中毒昏迷清醒后脑 功 能 的变

化
,

同时为了探讨预测迟发脑病发 生 的 可 能

性
,

我们对 32 例急性 C O 中毒患者早期或从昏

迷恢复到清醒状态时进行事件相关电位 ( P
3。。

)

检查
,

并与神经行为学观察结果相比较
,

以期

为早期发现 C O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寻找敏感而

实用的指标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1
.

1
.

1 中毒组
:

收集 19 9 2年 1 1月~ 1 9 9 3 年 2

月在北京海军总院高压氧科门诊及住院的急性

C O 中毒病人 3 2例
,

年龄 1 1~ 7 0岁 (平均 3 6
.

5

岁 )
,

其中男 18 例
,

女 14 例
。

急性期除 2 例无

昏迷外
,

余均有不同程度 的昏迷
;
昏迷 1 2小时

以上者 1 7例
,

其中昏迷时间最长的 1 例为 4 8小

时
,

两例无昏迷患者于中毒当天进行 P
: 二
检查

’

余均在昏迷清醒后 1 ~ 2 0天进行 P
, 0 .

检查
,

受

检时除两例感觉轻度全身乏力外
,

余无明显不

适
,

也未见明显的阳性体征
。

32 例既往均无神

经系统疾病及嗜酒史
,

双耳听力正常
。

1
.

1
.

2 对照组
:

选择北京地区正常健康 人 70

例
,

年龄 1 1~ 6 0岁 ( 平均 34
.

2岁 )
,

其中男 2 7

例
,

女 43 例
,

既往无嗜酒史
、

无神经及精神科

疾病史
,

双耳听力正常
。

1
.

2

1
.

2
.

1

方法

P
。。。

检查 采用丹迪 E v o

am
t i e一 5 0 0 0

型大脑诱发电位仪
,

记录电极为针 电极置于 F
: 、

C z 、

P
Z

(按国际 1 0一 20 系统法 )
,

参考 电极 为 1 3 L

型盘状电极
,

涂以导 电膏置于双侧乳突
,

前额

F P
:

为接地板
,

各导联阻抗小于 s k Q
,

头戴耳

机
,

采用突发声 ( blt sr )t 刺檄
,

强度为 51 dB
,

2 0 % Zk H z 的靶刺激声随机出现于 80 % I k H z
非

靶刺激中
,

分析时 间 I 0 0 0 m s ,

放大器灵敏度

1 0“ V
,

滤波频宽 0
.

5 ~ 5 0拌V
。

检查时受试者平卧于安静的室内
,

全身肌

肉放松
,

双眼闭合
,

当证实能听到头戴耳机 中

发出的两种不 同音调 的刺激时
,

嘱其默记靶刺

激的总数
。

每人检查结果均重复两次
,

利用计

算机的平均技术和存储功能重复记图
,

将头皮

C z
点记录到的平均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

1
.

2
.

2 神经行为学检查方法
:

采用W H O推荐

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组合 伍陌l ir o拢 h va i o ar l

e o r e T e s t
aB 计e r y ,

NC
T B )对 3 2例急性C O中



薄病人进行测定
,

检查项 目及其意义见表 1
。

裹 1 N C T B成套测验的项 目及意义

试验项 目 所反 映的神经行为功能

简单反应 时 ( S R T ) 视 感知 / 反应速 度

人像记忆 ( P R ) 思维与记 忆

圣他
·

安娜敏捷度 ( M D T ) 手工操作敏捷度

数字译码 ( D S T ) 感知运动速度

B e nt o n 视觉保留 ( V R T ) 视 感知 /记忆

目标迫踪 ( P A T ) 心理运动稳 定度

2 结果

2
.

1 32 例急性 C O中毒病人 P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2 32 例急性 C O 中毒 P 3 。 。与对照组 比较

P 3 0 0潜伏期 P 3 0 0 波幅

中毒组 对照组 中毒组 对照组

拄 3 2 7 0 3 2 7 0

m i n i 2 8 8
.

0 2 7 5
.

0 C
.

9 3 3
.

1 2

m a x i 4 2 5
.

0 3 8 4
.

0 1 6
.

2 1 3 3
.

0

X 3 4 7
.

0 3 2 5
.

3 9
.

3 1 1 2
.

1 5

S D 3 5
.

9 7 1 9
.

1 2 3
.

8 2 5
.

7 6

P 0
.

0 0 0 1 0
.

0 1 2 5

由表 2 可以看 出
,

3P
。 。

潜伏期两组均数比

较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P = 0
.

00 0 1 )
,

波幅也有

明显差异 ( P = 0
.

0 12 5 < 0
.

05 )
,

中毒组显示

P
, 。 。

潜伏期延长
,

波幅降低
。

以X 士 Z S D 做为P
3 00
潜伏期参考值界限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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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_

【二限为 3 2 5
.

3 士皿又 1 9
.

1二二 3 6 3
.

5 m s ,

则 32 例

急性 C O 中毒病人有 11 例 ( 3 4
.

4 % ) P 知 。

潜伏期

明显延长
,

最长者达 4 2 5 m so

2
.

2 中毒组患者 P
l。 。

潜伏期与急性期昏迷时间

及迟发脑病的关 系

3 2例急性 C O 中毒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长

短与 P
3。 。

潜伏期比较
,

经统计学分析未发现明显

相关性
,

但在昏迷超过 12 小时的 17 例患者中
,

9 例 ( 5 2
.

9 % ) P
3。 。

潜伏期延长
,

1 列昏迷 4 8小

时患者在清醒后第 18 天进行 P
3 。。

检查
,

发现其潜

伏期为 4 25 m s ,

与对照组及中毒组同年龄组比较

仍明显延长
,

且波幅下降
,

波形不规则
,

该例于

P
3。 。

检查后两天发生迟发脑病
。

另有 1例患者

于清醒后第 5 天行 aP
。 。

测试
,

潜伏期延长
,

也

于中毒后第 7 天出现迟发脑病的表现
,

这是否

提示 P
3 。 。

潜伏期的延长对预测迟发脑病有一定

关系
。

2
.

3 32 例 C O中毒 P 30 。

潜伏期与神经行为学各

项指标的关系

从表 3 可看到P 30 。

潜伏期与反 映 大 脑 渔

知一记忆一运动反应速度的指标有明显的相关

关系
,

但 P
3 n 。

波幅 与神经行为学各指标间无显

著性差异
。

裹 3 C O 中毒病人的 P : . 。
潜伏期与神经行为学各指标的相关关系

数字译码
提转敏捷度 目标追踪 简单反应 时

习 惯手 正确 总和 平均 最慢
视 觉保留 人像记忆

相关关系

P值

一 0
.

62

< 0
.

0 0 1

一 0
.

6 4 5

< 0
.

C 0 1

非 习 惯手

一 0
.

5 C 9

< 0
.

0 1

一 0
.

5 6 1

< 0
.

0 01

一 0
.

4 7 9

< 0
.

0 0 1

0
.

4 9 0

< 0
.

0 1

0
.

3 6 5

< 0
.

0 5

一 0
.

4 4 2

< 0
.

05

一 0
.

3 6 1

< 0
.

0 5

3 讨论

大脑诱发 电位广泛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障碍的检查
〔 ” , 1 ,

但测定高级神经活动如感知

及认知功能时
,

短潜时诱发 电位则显示出自身

的不足
,

如 1个昏迷病人可以测出完全正常的

听觉诱发 电位
,

同样在盲人中可记录到视觉诱

发电位
,

因此这些诱发 电位称做
“

刺激相关电

位
” ,

即与刺激的物理特性有关
。

P
3 0。

是 高 级

皮层的诱发电位
,

它与刺激的信息内容有关
,

当受试者对所给刺激有一定的注意力时才能出

现
`的 。

因此
,

做这项检查时
,

需在意识完全清

醒时进行
。

事件相关 电位的起源不清楚
,

可能与顶叶

皮层
、

丘脑后外侧核以及上丘有关
〔 ’ 。 , ,

这些部

位的结构或功能异常均可引起 P
3。 。

成份 的改

变
。

正常人群影响 P 30 。

的因素也很多
,

较为一

致的看法是年龄对 P
。 。 。

潜伏期的影 响
` ” ” ” ” ,

这

种影响多为连续性而非分年龄段的
,

一般认为

1 5岁时P
3。 。

潜伏期延长 1一 1
.

s m s ,

7 0岁以后达

40 Om S或更长
,

波幅则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 ” ,

本组所观察的 70 例健康者除 1 例 11 岁外
,

余均

在 20 ~ 6 0岁
,

年龄因素对 P
3 D。

潜伏期的影响未

考虑在 内
。

本文研究发现急性 C O 中毒组 P
: 。。

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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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
,

波幅降低
,

但未发现 C O 中毒患者昏迷

时间长短与 P 30 。

成份的关系
,

值得指出的是昏

迷 12 小时以上的 17 例 中
,

有 9 例P ” 。

潜伏期明

显延长
,

占5 2
.

9 %
,

这是否意味着 昏迷时间长

的患者
,

虽然意识清醒
,

但 P 。 。

尚难以恢复
。

C O 中毒性迟发脑病的病因尚不清楚
,

秦洁等

经过大量统计学分析后得出迟发脑病发生的六

项危险因素
〔” 1 ,

既往也有人指出普通诱发 电位

尤其视觉诱发 电位对预测迟发脑病 有 一 定 意

义川
〕 ,

本组两例C O 中毒患者于昏迷清醒后 5

天及 18 天做 3P
00
测定

,

均显示潜伏期明显延长
,

波幅下降
,

于检查后第二天
,

两例患者均出现

迟发脑病
,

因此P
3。 。

成份是否可用来预测迟发

脑病的发生
,

本文例数少
,

_

巨缺少动态观察
,

有待进一步论证
。

P,
.。

成份与神经行为学测试结果有很好的

一致性
,

尤其与简单反应时
、

目标追踪
、

手提

转敏捷度等反映高级神经 中枢对外界信息处理

过程等指标相关性很好
,

巨可用确切的数据表

达
,

操作简单易行
,

无创伤性
。

因此
,

P 刊
。

与

神经行为学联合
,

用于职业中毒的流行病学研

究中
,

观察毒物对神经系统的早期影响以及作

为某些职业 中毒诊断标准的辅助指标有其 自身

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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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作业工人牙眼炎发病情况调查

武汉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 3 0 0 71 ) 彭海滨

1 9 8 8年我院曾对某灯泡厂
; 1 4 0 例汞作业工人进行

了牙酿炎发病情况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简述如下
.

观察组为汞作业工人 14 0例 (男 59 例 ) ;
年龄 18

~ 5 5岁
,

平均 2 9
.

1岁
;
工龄 l ~ 2 5年

,

平 均 6
.

6 年
。

对照组为某煤气厂 开工上岗前健康体检者 8 22 例 (男

5 2 8例 ) l 年龄 1 5 ~ 5 4岁
,

平均 2 5
.

6岁
。

空气测定 16 点次
,

其中 7 点次超标
,

超过国家卫

生标准 0
.

6 ~ 3 5倍
。

观察组 1 40 例中牙娘炎发病数 为 43 例
,

发 病率

31 %
。

而对照组 8 22 例中发病数为 36 例
,

发病率 8 %
,

两组比较有明显差别 ( P < 0
.

0 1 )
。

观察组 59 例男工
,

发病数 13 例
,

发 病 率 22 %
;

81 例女工
,

发病数30 例
,

发病率 37 % , 无性别差异 ( P )

0
。

0 5 )
。

汞作业工人牙眼炎发病率与工龄成正相关
,

即发

病率随工龄增长而增高 , 对照组则无此规律
。

牙眼炎发病率与年龄也成正相关
,

随年龄增加而

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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