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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全血粘度和血浆粘度变化
,

与上述观点不吻合
,

但心前区照射出现血浆纤维蛋白原的增高
,

其发生机

理和对凝血机能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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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职业性蔡接触工人事件相关电位 P 3。。

的研究

杜长梅 柴静雯 牛静华 杜松明 史 勤 李洁稚

aP
。 。

是脑诱发 电位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
,

为事件

相关电位 ( E v e n t 一 R
e la t e

d P
o t e n t i

a l
,

E R P ) 的正相晚

成分
,

这些成分大都来 自皮 层感受器
,

只有在刺激过程

中进行识别及辨认才会产生
.

因而能够反映大脑高级

综合功能中认知心理过程
。

目前作为测定认识能力的

一种新的无创伤性有客观数据的检查方法
,

已引起医

学界的关注
。

关于蔡作业工人 aP
。 。

的研究
,

国内外尚未

见报道
。

为探讨慢性蔡接触对大脑认知功能的影响
,

对

30 名蔡作业工人进行了 P 30 。
测定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接触组为某化工厂禁作业 (苯醉车间 )工人 30 名
,

其中男性 18 名
,

女性 12 名
,

平均年龄 41
.

7 士 7
.

83 ( 26 ~

5 5 ) 岁
。

专业工龄平均 1 5
.

5士 6
.

9 3 ( 5~ 2 7 ) 年
。

对照组

选择郑州地区不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健康成人 51 名
,

男性 21 名
,

女性 30 名
,

年龄 21 ~ 60 名
,

每 10 岁一个年龄

段
。

受检者以往均无神经系统疾患史
,

无麻醉和嗜酒

史
,

无精神病史及家族史
。

双耳听力正常
。

检查合作
。

1
.

2 受检者仰卧于安静
、

避光的屏蔽室内
,

使之放松
、

闭眼
。

应用 日本 N
e u r o p a e

k F
o u r

M in i M E B
一
5 3 0 4诱发

电位仪
。

按国际 1 0
一
2 0系统法按置头皮电极

,

各导联电

阻在 s k n 以下
。

采用 2 o o o H
z
和 1 o o o H

:
两种纯音听觉

刺激
,

2 o o o H
:
纯音作为靶刺激

,
1 o o o H

:
纯音作为非

靶刺激
,

两者以 2 : 8的比例随机出现
,

每当靶刺激出现

时
,

让受检者尽快地按压开关
。

叠加 20 次
,

重复 记 录

2一 3次
,

应用仪器的存贮功能
,

确定 2次波形
,

测定 P 300

的潜伏期 (m s )
,

波幅 伽V ) 和面积 恤V m s )
,

取其两

次记录的均值
,

将测定结果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

2
.

1 车间工作岗位空气中禁浓度测定结果 (气相色谱

法 ) 见表 1
。

表 1 工作岗位空气中禁平均浓度 (m g / m
, )

岗 位 1 99 0年 一9 9 1年

加料 口 6 3
.

1 0 5 3
.

1 0

进料室 5 0
.

6 0 4 2
·

2 0

操作室 1
.

6 0 3
·

9 5

出料 口 0
.

5 0 1
·

1 5

2
.

2 P
3。。

检测结果

2
.

2
.

1 蔡作业工人 aP 00 与对照组的比较

按照神经心理
、

生理学的意义
,

反映病人注意力
、

选择及合作程度的 Nl
。。 、

P 20 。

峰潜伏期
,

两组间比较差

异无显著意义
,

证实受检者是认真对待检查且非常合

作达到了检测的要求
。

反映认识功能的 P 30 。

峰潜伏期

禁作业工人比对照组明显延长
,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间

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尸 < 0
.

0 1 ) ; 蔡作业工人的 aP
。。
波幅

有下降倾向
,

面积有减小倾向
,

但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

均无显著性意义 护 > 0
.

0 5 )
,

见表 2
。

2
.

2
.

2 蔡作业工龄与 aP
。。
的关系

根据工龄将蔡作业工人分为 A 组 (5 ~ 10 年 )
、

B

组 ( 1 1~ 1 5年 )
、

C 组 ( > 1 6年 )
,

每组 1 0名
。

各组的 P
3。。

结果见表 3
。

由表 3看出
,

P qon 潜伏期随工龄增加而延长
,

A
、

B

作者单位
: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 0 0 5 2)



C h ine s e
J In d M e d

,
A P r 1 9 9 7

,

V o l
.

1 0 N o
.

2

衰 2 蔡作业工人与正常人 P 300 的比较 (王士 s)

组 别 p 3。 。
峰潜伏期 ( m s ) p 3。 。

波幅 年v ) p 3。。面积 年 v m s )

接触组 3 3 0
.

7 3士 2 3
.

2 6 1 1
.

1 9士 4
.

7 8 1 1 2 3
·

1 1士 4 1 2
·

6 6

对照组 3 0 0
.

0 6士 2 4
.

6 7 13
.

3 2士 4
.

3 4 1 5 4 9
.

4 6士 6 9 6
.

3 8

t
值 5

.

5 1 6 2 0
.

64 55 0
.

9 6 3 5

P 值 ( 0
.

0 0 1 ) 0
.

0 5 ) 0
.

0 5

表 3 不同工龄组禁作业工人的 P 300 结果 (x 士 s)

组 别 P 3。。
峰潜伏期 ( m s ) P 3。 。

波幅 年V ) P 3。 。面积 年 v m s )

A 组 3 1 9
.

9士 2 3
.

68 1 1
.

2 8士 5
.

54 1 1 3 2
.

9 5士 5 59
.

9

B 组 3 3 3
.

3士 24
.

1 9 1 1
.

5 1士 4
.

0 9 1 1 0 5
.

8 5士 3 68
.

8 6

C 组 3 3 9
.

0士 1 9
.

5 9 11
.

7 1士 3
.

6 6 1 1 3 0
.

5 3士 3 1 7
.

5 7

两组
,

A
、

C 两组均呈极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1 )
,

而 B
、

2
.

2
.

3 记忆力减退与 P 30 。
的关系

C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尸> 0
.

0 5)
。

aP 00 波幅和 3P
。 。
面 接触组 30 名中

,

有 28 名工人不同程度的存在头痛
、

积三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尸> 0
.

0 5 )
。

提示禁作业工 头晕
、

乏力
、

睡眠障碍
、

记忆力减退等类神经症症状
,

龄小于 10 年
,

P 30 。

峰潜伏期无明显变化
,

大于 10 年
,
P 30 。

以记忆力减退居多
。

22 名有记忆力减退的工人组和 8名

峰潜伏期明显延长
。

无记忆力减退的工人组的 sP
o。
比较见表4

。

衰4 记忆力减退的工人与无记忆力减退的工人 3P 00 的比较 (妥士 s)

组 别 p 。。 。
峰潜伏期 ( m s ) p 3。 。

波幅 年 v ) P 3。。面积 年 v m s )

记忆力减退蔡工 人 3 3 7
.

0士 2 1
.

8 0 1 1
.

7 7士 4
.

8 0 1 1 2 1
.

8 3士 4 1 8
.

2 4

无记忆力减退禁工人 3 1 3
.

5士 1 8
.

7 8 1 0
.

9 8士 3
.

4 8 1 1 2 6
.

6 3士 4 2 5
.

0 7

t值 2
.

7 0 0
.

4 2 0
.

0 3

P 值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由表 4可见
,

有记忆力减退的禁作业工人 P 300 潜伏 报道
,

E R P 这种客观的数量化的测定方法
,

不仅限于

期比无记忆力减退的蔡作业工人明显延长
,

两组间有 职业性有害因素引起的中枢神经障碍
,

而且对于各种

显著性差异 (尸 < 。
.

0 5 ) ; P 300 波幅和面积两组间无显著 中枢神经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预后判断都有很高的利用

性差异
。

价值 aj[
。

为了研究长期低浓度禁接触对工人中枢神经

3 讨论 系统认识功能的影响
,

探讨亚临床的客观指标
,

我们应

根据美国提出的车间空气中禁的最大容许浓度为 用 P 30 。

技术研究蔡作业工人的脑功能变化
。

根据我们

50 m g /m
,
lj[

,

本观察组工人基本上属低浓度蔡接触 ( < 的初步观察
,

发现蔡作业工人的 aP 00 潜伏期明显延长
,

50 m g /m
, )

。

仅出料口蔡浓度为 63
.

l o m g /m
` ,

但接触组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两者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

aP 00 潜

工人经常轮换
。

对于低浓度长期蔡接触工人中枢神经 伏期随工龄增加而延长
,

且从事禁作业 10 年以上者明

系统损害的研究
,

目前尚未见文献报道
。

关于蔡的诊断 显
;
有记忆力减退的禁工人组的 P 30o 潜伏期显著长于

标准
,

国内尚未制定
。

无记忆力减退的工人组
,

说明记忆力减退与 P 3oo 潜伏

P
3。 。

为信号加工特有电位
,

这种诱发电位的出现 期呈相关关系
。

潜伏期为从刺激开始至 P 30 。

出现的时

及其潜伏期说明它是一种行为反应
。

aP “ 峰潜伏期能够 间
,

是受检者识别和评价刺激所需的时间
。

提示长期低

直接反映个人对客观事物反应中进行认识心理活动所 浓度蔡接触影响大脑的认识功能
。

导致评价刺激所需

需要的时间
,

是与高级心理活动如感觉
、

知觉
、

理解
、

的时间延长
,

而 P 30 。

的变化能够较客观地以脑电活动

推理
、

记忆等活动有关的脑电位变化阁
。

日本荒记俊一 形式反映大脑功能状态
,

并能提供有价值的参数
,

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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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
,

可以进行动态观察
。

认为 P 30 。

可以作为研究长

期从事蔡作业工人脑功能变化的客观指标
,

并有希望

成为评定茶致中枢神经损伤程度的新工具
,

是否能作

为亚临床中毒的早期诊断指标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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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丙烷作业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

姐妹染色单体互换率的调查

唐燕桂

为了探讨环氧丙烷 ( P O ) 对人体的危害
,

我所于 在开始培养时加入 Br d
u ,

使其最终浓度为每毫升

1 9 9 5年 4月~ 1 9 9 5年 6月
,

对环氧丙烷作业工人进行了 10 阳
,

在 37 ℃避光培养 64 小时
,

加入秋水仙素 。
.

8雌

外周血淋巴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s( C E ) 率的调查
,

(最终浓度 0
.

1 6陀 /m l )
,

继续培养 4小时后取出收获细

为环氧丙烷卫生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

胞
。

按微量血染色体标本的制备方法制备标本 (高锦

1 对象和方法 声
.

人类染色体方法学手册 )
,

紫外灯照射
,

iG
e m a

染

1
.

1 对象 色
。

接触组
:

某企业环氧丙烷车间生产工人 59 人 (男 33 选择分散良好
、

差别染色清晰
、

有 46 条染色体的第

人
,

女 26 人 )
,

年龄 20 一 53 岁
,

平均年龄29
.

2岁 , 接触 二期分化细胞进行观察
。

每例均观察 25 个细胞
,

记录每

P O 专业工龄 1~ 18 年
,

平均工龄 7年
。

个细胞的 SC E 次数

对照组
:

选择不接触有毒有害因素
,

在该企业从事 2 结果

教育工作的教师 60 人 (男 37 人
,

女 23 人 )
,

年龄21 ~ 55 外周血淋巴细胞 S C E 的检测结果见表 1
,

接触组

岁
,

平均年龄 3 0
.

2岁
。

59 人 S C E 率均值为 3
.

36 士 0
.

78 次 /细胞
,

对照组 60 人

两组的年龄
、

性别
、

生活水平差异无显著性
.

均排 的 s c E 率均值为 3
.

01 士 0
.

70 次 /细胞
。

上述人员 s c E

除病毒性肝炎
、

肺结核
、

肿瘤等疾病
。

率均值经统计学处理
,

发现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1
.

2 方法 0
.

0 1 )
。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 SC E 率比较

组 别 检查例数 观察细胞数 S C E /细胞 ` 士 :
) S C E 数 /染色体 尸值 (t 检验 )

接触组

对照组

5 9

60

1 4 7 5

1 5 0 0

3
.

3 6土 0
.

7 8 0
.

0 7

( 0
.

0 1

3
.

0 1士 0
.

7 0 0
.

0 6

59 名 P O 作业者 SC E 率随着工龄的增加呈升高

趋势
,

但经 F 检验 ( 见表2 )
,

各工龄组之间 S C E 率无显

著性差异 (尸> .0 0 5 )
。

P O 作业者中男工和女工进行 比较 (见表 3) 结果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
.

。。 1 )
。

男 33 人
,

其中25

人有吸烟史
,

占整个男性工人数的 76 %
,

而 26 名女工无

吸烟史
。

P O 作业吸烟者 S C E 率与对照组吸烟者 S C E 率

进行比较 (见表 4 )
,

可见 P O 作业吸烟者 S C E 率高于

对照组
,

但经检验差异无显著性 (尸> 。
.

0 5 )
。

表2 S C E 率与专业工龄的关系

工龄

(年 )

0 ~

检查

例数

观 察

细胞数

S C E /细胞

( x 士 5 )

3
.

0 0士 0
.

7 0

尸 值

2 3

2 0

57 5

50 0

25 0

15 0

3
.

4 8士 0
.

7 5

) 0
.

0 5

1 0~ 3
.

6 0土 0
.

7 1

1 5~ 3
.

9 5士 0
.

8 5

作者单位
: 4 1 4 0 1 4 岳 阳石油化工总厂职业病防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