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胞体和纤维〔4〕。有作者报道〔5〕 , 在大鼠及人的脑中均

证实有 NPY存在 , 其中下丘脑 NPY神经末梢丰富。

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 下丘脑和脑干 NPY含量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大鼠 。由此可见 , 我们重点观察大鼠

下丘脑NPY是合适的 。在高血压时 , 交感神经系统

活动增加 , 伴随着NE释放的增加 , NPY的释放也增

加
〔5〕
。本实验未做成血浆 NPY分析 。仅发现 EA组暴

露8W后血压升高 , 下丘脑 NE 含量增加 , 而下丘脑

NPY在暴露 15W 后才增加 , 因此 , 个体差异的分型

基础 , 从神经递质角度来分析 , NE比NPY更重要。

据文献报道 , 含 CGRP的神经可阻断肾上腺素能

神经的缩血管作用 , 这是通过直接舒张血管平滑肌实

现的 , 而肾上腺素能神经则抑制 CGRP 的释放〔6〕。

CGRP是强大的扩张血管肽。自接噪 1W后 , EA组大

鼠下丘脑 CGRP 含量下降 , 4W 后皮层含量下降 , 8W

后血浆 CGRP 含量下降 , 说明在噪声作用下 CGRP 参

与对血压的调节。本文所见 EA组大鼠下丘脑 CGRP

改变虽早于血压升高 , 但关键还是 8W 时下丘脑 NE

含量增加起到主导作用 , 此时血浆 NE 增加 , CGRP

降低是血压升高的直接原因。

4　结论

由本实验筛选出 A (敏感)、 B (不敏感)两类大

鼠 , 发现不敏感的 B 类大鼠 , 在短期暴露于噪声时

血压先下降 , 然后恢复到暴露前水平 , 这进一步证实

了我们原来实验
〔7〕
所见 , 成年大鼠短期接触噪声血压

下降实为不敏感型的表现 , 也可解释有些作者发现噪

声致工人血压升高 , 有些调研结果则未发现血压改

变〔8〕 , 除与低强度噪声 〔75 ～ 80dB (A)〕 致血压下

降 , 高强度噪声 〔87 ～ 119dB (A)〕 致血压升高有关

外
〔9〕
, 也可能与调查对象中敏感人群 (血压升高)和

不敏感人群 (血压无改变)的构成比有关。血压改变

是个复杂现象 , 影响因素很多 , 如年龄 、接噪工龄 、

遗传因素等均不容忽视。

本实验得出 , 噪声致血压改变的个体差异之生物

学基础与NE有关 , 而 CGRP 及NPY均参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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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防腐剂致化学性灼伤 2例报告

鲍　艳　苑家富
　　【例 1】刘某 , 男 , 30 岁 , 某外企皮革染色工人。1996年

6 月 27日 , 在搬运原料过程中 , 不慎将防腐剂 (OLC)溅洒到

左前臂。当时无特殊不适感 , 即刻用清水冲洗 2 ～ 3 分钟后 ,

未特殊处置 。两日后该处皮肤出现红肿烧灼感 , 继之出现水

疱 , 疼痛加剧 , 来院就诊。

入院查体:T 36.8℃, P 88 次/分 , R 20 次/分 , BP 16/

10kPa , 急症病容 , 咽无充血 , 心肺腹无异常。 左前臂屈侧可

见一 13.6cm×22cm 的大面积红斑 , 红斑上可见散在的针尖至

米粒大小的水疱 , 少部分融合成大疱。实验室检查:Hb120g/

L , WBC9.8×109/L , 嗜酸细胞 0.01×109/ L , 尿常规正常。诊

断:化学性灼伤。住院期间 , 给予局部外用药及全身脱敏疗

法。经十余天的治疗 ,患者的水疱干涸 、结痂 、脱屑 、皮色正常 ,

　　作者单位:115000　营口市职业病防治院

治愈出院。但出院后至今上述皮损处 , 夏季经常复发 , 精神紧

张时 , 也偶有复发 ,临床表现 、病情经过与初发时相同。

【例2】张某 , 男 , 32岁 , 与例 1从事同样工作。 1996 年9

月 4 日 , 在加料过程中 , 不慎将防腐剂 (OLC)溅到前胸处 ,

症状及处置与例 1 相同。入院查体:前胸处可见一 17cm×6cm

皮损处 , 治疗与例 1 相同 , 皮肤也反复发生红斑 、 水疱 、 干

涸 、 结痂 , 至皮色正常。

讨论　防腐剂 (OLC)在生产过程中起促使皮毛脱落 、 毛

孔收缩的作用。本组两患者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 , 个人防护

意识差 , 加之厂方教育不够 , 才发生上述事故。

致本组患者发生化学灼伤的防腐剂由外企提供 , 因该外

企不愿告知防腐剂化学成分 , 所以具体病因有待进一步了解 ,

同时 , 病症复发的机理也尚待探讨。

(收稿:1999-03-04　修回:199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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