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对讲机调试工作位屏蔽前 、 后辐射强度比较

频率

(MHz)
测定点

测定高度

(距地面 cm)
测定部位

辐射强度 (μW/ cm2)

屏蔽前 屏蔽后

458 操作位 110 头 128.4 未检出

80 胸 179.3 未检出

50 腹 117 未检出

馈线口 100 631.7 0.04

154 操作位 110 头 5.8＊ 未检出

80 胸 16.3＊ 未检出

50 腹 6.5＊ 未检出

馈线口 100 108.6＊ 1.3＊

　　＊数值单位为 V/m。

表 2　改装前 、 后对讲机发射时场强与距离变化比较

频率

(MHz)
　

辐射强度 (μW/ cm2)

5cm 10cm 50cm 70cm 1m 2m

458

屏蔽前 631.7 251.6 58.1 20.5 6.1 1.28

屏蔽后 0.0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54

屏蔽前 108.6＊ 20.2＊ 3.1＊ 1.9＊ 1.2＊ 未检出

屏蔽后 1.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数值单位为V/m。

4　讨论

该厂生产的移动对讲机现主要有 2种型号 , 其发射频率分

别为 458MHz 和 154MHz , 按有关要求分别为微波和超高频作

业。经测试 , 生产线的调试工作位电磁辐射强度均超过卫生标

准的要求利用屏蔽 、 接地 、 半自动化技术对调试工作位进行的

屏蔽防护措施 , 大大降低了工作环境电磁辐射的强度 , 屏蔽后

调试工作位电磁辐射分别为 0.04μW/ cm2 和 1.3V/m , 距调试工

作位 0.5m 处电磁辐射均未检出。其屏蔽效率为 99.9%和

98.8%。

采用此屏蔽技术对不同频率的移动对讲机调试工作位电磁

辐射均有较好的防护效果 , 使其电磁辐射的强度远远低于卫生

标准的要求 , 且屏蔽罩造价低 , 不影响作业工人操作。此屏蔽

技术可在生产同类型产品的企业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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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某磁性材料厂的调查 , 发现了该厂溶剂汽

油中毒病例发病原因 、 临床特点 , 并提出了预防中毒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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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3月 , 我市某磁性材料厂 3 位女工因下肢无力来

本站就诊 , 经神经-肌电图检查提示为神经原性损害。深入工

厂调查后 , 又发现类似病人 16 例 , 均被确诊为慢性溶剂汽油

中毒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现场调查

该厂为乡镇个体私营企业。为防止金属粉氧化 , 事先将

120 号溶剂汽油混入粉末中;压机工人徒手用小勺将金属粉加

入模具 , 冲压成型。车间无通风排毒装置 , 也无个人防护用

品 , 操作位可闻及明显汽油味。经测定 9 个作业岗位空气中

汽油浓度为 506.2～ 1 237.5mg/ m
3
, 平均 938.07mg/ m

3
;未检出

其他有机溶剂。用美国产 HP5890型气相色谱仪测定该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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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油 , 分离出 57个组分 , 其中烷烃含量在 90%以上 , 主要

有3-甲基己烷 (20.52%)、 2-甲基己烷 (17.82%)、 正庚烷

(13.13%)、 正己烷 (5.93%)、 3-甲基戊烷 (1.29%)等。

2　临床体检

2.1　检查与结果　成型车间 60名职工都列入体检对象 , 其

中女工 57名 , 入厂 3 个月的新工人 31 名 , 2 年以上工龄 29

名。检查内容包括职业史和自觉症状询问 , 内科 、 神经科检

查 , 肝胆 B 超 、 肝功能 、 血尿常规检查等;对疑有周围神经

损伤者用美国 Nicolet Compact Four型神经肌电图仪进行神经-

肌电图测定。结果新工人中除 1 例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外 , 其

余各项均无异常。 其他人员主要症状有下肢无力 17 例

(58.62%)、 四 肢 麻 木 14 例 (48.27%)、 头 痛 11 例

(37.94%)、 失眠 6例 (20.69%)、 头昏 5 例 (17.24%);阳性

体征有四肢末端痛触觉改变 13 例 (44.82%)、 跟腱反射减退

16例 (55.17%);神经-肌电图提示为神经原性损害 19 例

(65.51%);B超提示脂肪肝 2 例 、 脾肿大 1 例;血尿常规 、 X

线胸透均无异常。

2.2　诊断与鉴别诊断　本调查发现不使用溶剂汽油的其他

车间及发病者家中 、 周围村庄均无类似病例 , 结合临床表现

可以排除病毒性疾病 、 代谢性疾病和其他中毒引起周围神经

损害。市职业中毒诊断鉴定组根据职业性溶剂汽油中毒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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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处理原则[ 1] , 将 19例患者确定为慢性轻度溶剂汽油中

毒。全车间检出率为 31.67%, 其中新工人检出率为 0 , 2 年

以上工龄检出率为 65.52%, 两组差别有非常显著意义 (P <

0.01);而后一组内未见工龄 、 年龄对发病的影响。

3　中毒病例分析

3.1　自觉症状　19 例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已有 3～ 7 个

月 , 平均 5.2 个月;以远端肢体感觉异常和下肢无力为主 ,

但首发症状不一 , 有的表现为远端肢体手套 、 袜套样麻木 ,

有的表现为下肢无力。其中双侧肢体麻木者 11 例 , 单侧肢体

麻木 8例 , 有 5 例同时伴感觉过敏 , 接触冷水有针刺样疼痛。

有17例病人诉久站后小腿肚发紧疼痛 , 严重者下蹲后起立和

上楼梯需双手扶持;有的病人诉走路如踩在棉花上;也有的

诉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跨步困难 , 走路时常因上半身前倾脚

步跟不上而跌倒。

3.2　神经系统阳性体征　肢体末端痛触觉减退 12例 , 明显

减退1 例;肌力轻度减退 5例 , 大小鱼际肌轻度萎缩 1 例;桡

反射减退 14例;膝反射减退 9 例;跟腱反射减退 14 例 , 消失

2 例;步态改变不明显。

3.3　神经-肌电图　测定患者双手背侧第一骨间肌 、 左右胫

前肌 、 腓内肌等 106 块肌肉 , 安静时出现纤颤波 52 块

(49.06%), 尖波 71 块 (66.98%), 小力收缩时限增宽 98 块

(92.45%)、 多相电位 47块 (44.34%), 大力收缩时出现单纯

相2 块 (1.89%)、 混合相 56 块 (52.83%), 单纯-混合相 48

块 (45.28%)。传导速度表现为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均有传导

速度减慢 , 潜伏期延长 , 诱发电位波幅减低 , 且下肢受损程

度大于上肢;正中神经 F 反应潜伏期延长 10 例 (52.63%),

胫神经H 反射潜伏期延长 9 例 (47.37%)。见表 1。

表 1　19例患者神经传导速度测定结果

受检神经 性质
传导速度 (m/ s)

范　围 x
　

潜伏期 (ms)

范　围 　x
　

诱发电位波幅 (mV)

范　围 　x

右正中神经 运动神经 35.2～ 52.1 44.60 4.2～ 8.3 5.86 0.8～ 14 7.12
感觉神经 34.8～ 50.8 43.61 2.6～ 3.9 3.05 3.5～ 21.5 10.47

右尺神经　 运动神经 35.0～ 50.5 43.83 3.0～ 5.9 4.34 2.9～ 13.8 8.41
感觉神经 35.2～ 50.9 43.64 2.0～ 3.4 2.47 4.7～ 13.3 8.2

腓总神经　 运动神经 21.0～ 44.6 35.64 3.7～ 10.1 6.48 1.6～ 9.5 4.48
腓浅神经 感觉神经 0～ 44.9 32.84 2.1～ 3.5 2.81 0～ 28.5 16.0

3.4　治疗和转归　上述患者均脱离有毒岗位 , 经应用神经

营养药物 、 维生素制剂等治疗 4 个月 , 肌无力症状有一定好

转 , 但手脚麻木症状无明显改善 , 肌电图复查也无明显改变。

4　讨论

一些学者通过接触工人体检和动物实验 , 均发现溶剂汽

油可致周围神经损害[ 2 ,3] 。虽然汽油中毒机制目前尚未明了 ,

但汽油引起人类周围神经病已是不争事实 , 并有许多学者认

为与汽油内所含正己烷成分有关[ 4] 。本文车间内溶剂汽油含

正己烷 5.93%与文献报道 5.8%接近[ 2] , 但周围神经病发病率

高达 65.52%, 发病工龄也较短 , 可能与该厂车间密不通风 ,

工人在高浓度汽油环境中作业时间过长有关。

本调查发现溶剂汽油引起的周围神经病 , 起病隐匿 , 一

旦出现肢体无力症状 , 即使脱离接触 , 症状仍可延续 , 因此

重在预防。近年来 , 钕铁硼强磁材料加工业在我国发展很快 ,

为防止类似中毒发生 , 在使用汽油的车间应安装防爆式通风

排毒装置;接触汽油工人应做好上岗前体检和定期体检 , 对

疑有周围神经损害者应及时进行神经-肌电图检查 , 避免误诊

和漏诊。

(本工作得到宁波市李惠利医院神经科张克翰主任医师 、 宁波市

第一医院神经科蒋友忠副主任医师 、 肌电图室顾晓蓉医师支持 , 谨表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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