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慢 , 作业中所发生的

错误相应增加。本次调查观察组班后阅字数明

显增高 , 这似乎反映工作效率提高 , 但由于错

误率较班前显著增加 , 表明分辨能力降低 , 提

示大脑皮质已出现内抑制障碍 , 实质上机体已

处于疲劳状态。

疲劳是一种一过性的生理现象 , 疲劳的产

生不单纯是由于生物学的因素 , 与作业环境中

的不良气象条件、噪声、毒物、重复的节律、单

调乏味的工作、 精神因素等均有很大关系 [8 ]。

Haider的研究也认为 ,假如一种作业重复连续

单调的动作 ,长时间后 ,必然出现紧张增加、坐

立不安、 麻木不仁 , 工作效率下降。

由于空调车间是一个密闭环境 , 空气不对

流 , 虽然气象条件符合卫生要求 , 但部分低浓

度有害气体在室内循环 , 再加上噪声强度超过

了按作业活动种类及紧张度的新规定 , 而且观

察组从事的又是流水线作业 , 易引起心理紧

张 , 这些因素联合作用是引起女工作业能力降

低的原因。因此 , 我们建议在空调环境中从事

流水线作业的工人应适当缩短工时和安排工

间休息 , 尽量增加新风量 , 降低噪声强度 , 以

保障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提高作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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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苯胺中毒 1例报告

林秀华　王丽华　张丽娟

　　汪某 , 男 , 18岁。 1996年 6月 7日下午 1时 , 在

装卸苯胺大桶过程中 , 因鞋底破裂 , 苯胺液渗入双脚 ,

未作及时处理 , 到下午 5时 , 感头昏、 乏力 , 摔倒 , 当

晚 8时送我院诊治。

入院时体检 , T37°C, P84次 /分 , R21次 /分 ,

BP17 /10k Pa, 意识朦胧 , 口唇青紫 , 皮肤粘膜呈铅灰

色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 ,对光反射存在 ,心率 84次 /分 ,

律齐 ,未闻及杂音 , 两肺呼吸音正常 , 未闻及干、 湿性

音 ,腹平软 ,无压痛 ,肝脾肋下未及 ,生理反射存在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双足皮肤呈褐色 , 多处破损。

实验室检查 , Hb112g /L, RBC4. 21× 1012 /L,

WBC46. 0× 109 / L, N0. 60, L0. 36, M 0. 02, E0. 02,

PC72. 0× 109 /L ,肝功正常 , HBs Ag阴性 ,尿常规正常 ,

　　作者单位: 310014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心电图正常 , 腹部 B超未发现异常。因故未检测高铁

血红蛋白及赫恩氏小体。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现场调查诊断为急性苯胺

中毒。

入院后即吸氧 ,静注美兰 60mg ,静滴维生素 C、能

量合剂 ,同时用温肥皂水反复清洗双脚。30分钟后 ,意

识清晰 ,口唇发绀、皮肤铅灰等情况逐渐好转。住院观

察治疗 4天 , 痊愈出院。

讨论

本例主要是经双脚多处破损皮肤吸收引起了急性

中毒。在抢救急性苯胺中毒病人时 ,彻底清洗污染的局

部皮肤 , 及时吸氧和早期适量使用美兰、 维生素 C和

能量合剂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收稿: 1996-09-15　修回: 1997-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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