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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乙烷对人体肌电的影响

Effect of epoxythane on workers electromy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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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环氧乙烷对人体的危害 , 对车间中环氧乙

烷进行了浓度测定 , 并对接触者进行了肌电图观察。 接触者

主要表现为肢体麻木 、 肌无力等症状 , 经肌电图检查 , 其小

指展肌 、 胫骨前肌 、 腓肠肌收缩时 , 运动单位平均时限明显

延长 , 显著多于对照组。运动神经多相电位的增多与接触时

间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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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乙烷是生产石油脱水剂———破乳剂过程中的中间产

物 , 有一种醚样的刺激气味。为了解环氧乙烷对人体的危害

程度和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 , 我们对某化工厂破乳剂生产车

间空气中环氧乙烷进行了测定 , 并对接触该毒物的工人进行

了肌电观察 , 现将环境测定情况和肌电观察结果总结如下。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1.1　破乳剂生产工艺及污染环节

环氧乙烷以液态形式存在于密闭生产管道中 , 由于工业

检验需经常开启阀门取样和管道锈蚀密闭不严 , 致使在常温

常压下为气态的环氧乙烷逸散到车间空气中造成污染。

1.2　环氧乙烷测定

环氧乙烷 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为 5mg/m3。 该

破乳剂生产车间中各测点的环氧乙烷浓度分别为 8.6 、 7.8、

7.7 、 7.9mg/m3 , 分别超过国家标准 0.72、 0.56、 0.54 , 0.58

倍 , 一年四季浓度变化不大。

2　临床表现及肌电变化观察

2.1　观察对象

从破乳剂生产车间选择接触时间较长的 96 名男性工人 ,

其平均年龄 31.7岁 , 平均工龄 10.6年 , 每天工作 8 小时。 并

选择90名不接触环氧乙烷的行政人员作为对照 , 其平均年龄

33.5岁 , 平均工龄 11.2 年 , 均为男性。

2.2　观察方法

2.2.1　两组均填写统一表格 , 内容有一般情况 、 职业史 、 既

往病史和临床表现。

2.2.2　采用南京 NS2型生物电记录仪记录肌电变化。选择左

侧小指展肌 、 左侧胫骨前肌 、 左侧腓肠肌 , 按照 GB4865—85

职业性慢性氯丙烯中毒诊断标准中的肌电图检查方法 , 让被

检查者情绪安定 , 肌肉放松 , 做插入电位 , 肌肉收缩时的波

形 、 电压和时限观察。

2.3　正常肌电和神经原性损害的判断依据

以GB4865—85 《职业性慢性氯丙烯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

原则》 中的神经-肌电图正常值和神经原性损害的判断基准为

判断依据。

2.4　观察结果与分析

2.4.1　两组症状及周围神经损害体征比较　对 96 名接触环

氧乙烷的工人和 90名对照人员进行症状及周围神经损害体征

比较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 尤其肌无力更为突出 ,见表 1。

表 1　两组症状和肌电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头　　痛

例数 %
　

失　　眠

例数 %
　

肢体麻木

例数 %
　

肌无力

例数 %
　
运动单位时限延长

例数 %
　
多相电位增多

例数 %

接触组 96 45 46.9 57 59.4 39 40.6 75 78.1 53 55.2 48 50.0

对照组 90 15 16.7 12 13.3 0 0 3 3.3 0 0 0 0

χ2 值 19.39 42.19 46.26 34.44 69.48 60.65

P值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2.4.2　两组肌电图检查结果比较　表 2 显示 , 上述 3 块肌肉

小力收缩时 , 其运动单位平均时限接触组比对照组明显延长 ,

两组差异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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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运动单位平均时限比较 (x±s) ms

组别 例数 小指展肌 胫骨前肌 腓肠肌

接触组 96 12.6±0.4＊ 15.6±0.7＊＊ 12.3±0.5＊＊＊

对照组 90 8.4±0.3 12.3±0.6 9.1±0.2

　　＊ t =2.362, P <0.01;＊＊ t =2.350 , P <0.01;＊＊＊ t =

2.346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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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接触环氧乙烷组不同工龄运动单位多相电位变化分

析　从表 3可看出 ,随着工龄的增长 , 运动神经多相电位增多

的人数增加 , 与工龄的相关系数为 0.982 , 呈高度相关关系。

这与生产工人接触环氧乙烷时间长短有关。本次观察 , 在大力

收缩时未出现单纯相或混合相 , 亦无自发电位。

表 3　不同工龄与运动单位多相电位增多的关系

工龄 (年) 例数 多相电位增多 (例) %

～ 5 28 6 21.2

～ 10 44 23 52.3

>10 24 19 71.3

　　χ2=12.36 , P<0.005。

3　讨论

3.1　通过神经肌电图观察 , 接触环氧乙烷工人的异常变化主

要表现运动单位时限延长 , 多相电位增多 , 且与工龄增加呈正

相关关系。依据 GB4865—85 《职业性慢性氯丙烯中毒诊断标

准及处理原则》 中的神经-肌电图正常值和神经原性损害的判

断基准判定 , 接触组运动单位平均时限比对照组延长 25%以

上 , 结合多相电位增多 , 属神经原性损害 , 其接触组神经原损

害率达 50%。这是导致长期小剂量接触者肢体麻木 、 肌无力

等临床表现的原因。

3.2　工业化验取样应控制在一个密闭又易于通风排毒的隔离

室内 , 减少向生产车间排放。 另外 , 应经常检修管道 、 阀门 ,

减少或杜绝跑 、 冒 、 滴 、 漏 , 并在生产车间内增加有效的通风

排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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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作业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micro-nucleus of lymphocytes in workers exposed to carbon disulf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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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接触二硫化碳的 29 名作业工人和 29 名非接触

工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进行了比较。结果接触组微核

率平均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1);不

同TW水平接触工人的微核率均值随二硫化碳浓度的递减而

递减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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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作者报道 , 对 2 291名二硫化碳作业工人做了 20

年的回顾性队列调查 , 发现结肠癌的死亡率升高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 其 SMR 为 233[1] 。二硫化碳是否对体

细胞具有致突变作用尚未见报道。我们通过比较二硫化碳作

业工人与对照组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 , 探讨二硫化碳

对体细胞有无致突变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接触组:选择某化纤厂从事二硫化碳作业工人 29 人 (分

布于纺丝 、 磺化 、 淋洗等车间), 3 个月内无 X线接触史 、 无

遗传及血液系统疾病史 , 除二硫化碳外不接触其他可能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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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有致突变作用的物质 (如油漆 、 汽油 、 苯等), 无影响检

测指标的药物服用史。其中男性 14人 , 女性 15 人 , 年龄范围

为29～ 53岁 , 平均 35.2 岁;工龄范围为 5 ～ 32年 , 平均 12.3

年。对照组:选择不接触二硫化碳的人员 29 人 , 其他条件同

接触组。其中男性 17人 , 女性 12 人 , 年龄范围为 18～ 52 岁 ,

平均 33.7岁。年龄 、 性别 、 吸烟状况经卡方或 t 检验 , 两组

差异无显著意义。

1.2　微核标本制作　低渗甲基纤维素法[ 2] 。

1.3　微核计数方法　微核位于细胞核内 , 与主核完全分开 ,

小于主核的 1/3 , 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光滑 , 与主核着色一

致。每例观察 1 000 个细胞 , 计数其中具有微核的淋巴细胞

数 , 以千分率表示。 若细胞内发现一个或一个以上微核者 ,

均作一个微核细胞计数。微核的确认经两人一致同意才作准。

1.4　生产环境中二硫化碳浓度　用个体采样器对工人进行工

间作业 8 小时采样 , 结果用气象色谱仪分析 , 计算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 (TWA)。

1.5　资料统计及计算　用WINDOWS 95中的 SPSSWIN 软件进

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工作场所空气中二硫化碳浓度　根据工种检测不同作业

点 , 高浓度组 (纺丝车间)共检测 34 个样品 , TWA 为

23.42mg/m3 。中浓度组 (磺化车间)共检测 38 个样品 , TWA

为14.68mg/ m3 。低浓度组 (淋洗车间)共检测 50 个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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