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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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