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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执勤任务相当繁重
。

本次的调查结果提示观察组在数字跨度
、

视觉持

留及 目标追踪 l (错点 ) 得分均数上 比对照组低
,

而简

单视反应时 (标准差 ) 得分均数则相反
。

前三项行为测

试分别反映受试者的听觉记忆
、

视觉记忆
,

以及手部细

致动作的准确程度
、

稳定性和速度
,

因而提示观察组该

方面的行为功能与对照组相 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

这

种现象看来同交警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有关
,

但仍

须进一步明确
。

此外
,

在作前两项测试时
,

观察组的吸

烟率较高
,

亦应考虑该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
。

简单视反应时 (标准差 ) 主要反 映注意力和警觉

性
,

被认为是检测毒物的早期神经毒性效应的敏感指

标之一
,

并已广泛应用于 神经毒物的行为效应研究
。

本

次调查中该项测试的观察组得分反而优于对照组
,

与

调查前的设想不符
,

原因尚难确定
。

影响人类行为的因

素很多
,

行为功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也许可以作如下解释
,

即本观察组毒物接触程度不高
,

而交警职业特点有助于 注意力及警觉性的保持与强

化
,

故掩盖其可能出现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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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期砂肺并发肺癌死亡 1 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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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卢某
,

男
,

56 岁
,

1 950 ~ 1 9 8 4 年从事玻璃厂

原料调合工
,

接尘 34 年
,

车间含游离 51 0
2

的粉尘浓度

较高
,

超过国家标准
,

1 9 6 1 年诊断为 I 期
,

1 9 7 8 年诊

断为 l 期矽肺
。

吸烟 20 支 / 日
,

饮酒 2一 3 两 / 日
。

平 日

常咳嗽
、

咳痰
,

在尘肺门诊对症治疗
。

1 9 8 7 年 6 月咳

嗽
、

咳痰
、

喘息加 重
,

偶有痰中带血丝
,

不发烧
,

食欲

差
,

乏力
,

体重减轻
。

体检
:

T 3 6
.

6℃
,

P s o 次 /分
,

B P 1 6
.

o / 1 2
.

o k P a ,

发

育正常
,

营养欠佳
,

消瘦
,

双鼻通气功能良
,

右锁骨上

可触及二个杏核大淋巴结
,

较硬
,

基底部粘连
,

无触痛
,

颈软
,

气管居中
,

甲状腺不肿大
,

无颈静脉怒张
,

无颈

动脉异常波动
。

胸廓对称
,

轻度桶状胸
,

呼吸运动减弱
,

叩过清音
,

双肺可闻干鸣音
,

无水泡音
,

心音纯
,

心律

整
,

腹平软
,

无压痛及反跳痛
,

肝脾未触及
。

脊柱及四

肢无畸型
,

活动自如
,

双下肢无 凹陷性浮肿
,

生理反射

存在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X 光胸片
:
1 9 8 7 年 8 月 7 日右肺第四肋间隙以下

肺区边界模糊 团块阴影
。

1 9 8 7 年 8 月 29 日痰检癌细胞

查见癌细胞
,

倾向于腺癌细胞 (空军 469 医院病理科 )
。

于 1 9 8 7 年 12 月 15 日经抢救无效死于呼吸
、

循环

衰竭
。

讨论 肺癌多并发于男性及 I
、

l 期矽肺
,

并发肺

癌时多半是原有呼吸道症状明显加重
,

医患多把肺癌

引起的早期症状误认为矽肺的发展所致
,

本例符合上

述特点
。

矽肺并发肺癌的 X 光诊断复杂
,

矽肺并发 以肺野

肿块为特征的周 围型肺癌必须注意与矽肺进行融合

灶
、

结核等相鉴别
,

矽肺并发肺癌早期表现是原有症状

加重
,

咯血等
。

早期反复进行痰癌细胞检查
,

并注意有

否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

发现要作活检
。

必要时可作

C T 扫描
,

以便早期诊断
。

矽肺并发肺癌的鉴别检查程序
:

首先应作 X 线胸

片及断层以发现病变
,

对 X 线上显示不清病变性质难

定者
,

作 C T 检查
,

结合痰检
,

并尽量争取作纤支镜检

查
。

纤支镜阴性又是接近胸膜的病变
,

则可作经胸腔针

吸活检或胸腔镜下的活检
。

上述检查法恶性病变的 阳

性率可高达 99 %
,

少数依然诊断不明的病例才考虑作

开胸活检
。

本例胸部 X 线表现特点是
,

右肺第四肋以下肺区

边界模糊团块阴影
,

需与肺结核
、

皿期矽肺鉴别
。

肺癌大多数大小不等
,

轮廓多不整
,

呈分叶状
,

边

缘多模糊毛糙
,

有短细较密的毛刺
,

离心放射
,

密度较

浓
,

发生部位不定
,

上叶前段
、

中叶和左后叶较多
,

病

灶发展较快
。

肺结核的大块实变干酪灶
,

密度高但不均

匀
,

按肺叶分布
,

实变区外有不规则扩散病灶
。

高仟伏

或体层 片可能显示其中的新鲜空洞
,

结核好发部位在

上叶尖
,

后段和下叶尖段较多
,

病灶发展较慢
。

尘肺 l

期融合块常对称出现呈八字形
,

也可先出现于一侧
,

不

按肺段分布
,

可以跨叶
,

其长轴与肋骨垂直
,

轮廓较明

显
,

边界清楚但不一定锐利
,

周围常见纤维素条牵引
,

呈
“

伪足状
” ,

密度较高
,

中间无钙化灶
,

多存在灶周

围气肿征
,

其他肺区内可见尘肺结节
,

并逐渐向纵隔
,

肺门方向靠拢
,

好发于两肺上中区
,

病灶发展较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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