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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相关因素初探
Study on the corelation factors of intermediate syndrome in acute organic phosphorous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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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急性有机磷中间综合征的发生与农药品种 、 中毒

程度 、 所用胆碱酯酶复能剂等因素有关 , 指出急性症状缓解

后 , 应详细进行神经系统检查 , 以便早期发现 、 及时治疗此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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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引起的以肌无力为突出表现的综合

征 , 因其发病时间上居于急性胆碱能危象和迟发性周围神经

病之间而命名为中间综合征 (intermediate syndrome , 以下简称

IMS)[ 1] , 正成为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主要病死原因。 因其

尚无特效的救治药物 , 若能有针对性地认识 IMS 发生的相关

因素无疑对提高 IMS 救治水平有重要意义。

1　相关因素

1.1　农药品种　关于引起 IMS 的农药品种是否具有选择性 ,

目前尚无结论。近年的临床资料表明 , 引起 IMS 的有机磷农

药多系二甲氧基类化合物[2] 。国外多发生于地亚农或倍硫磷

中毒 , 国内多见于乐果 、 氧化乐果 、 敌敌畏 、 对硫磷 、 久硫

磷 、 甲胺磷[ 3～ 6]中毒及硫磷与灭多威 、 硫磷与敌敌畏 、 氧化乐

果和辛硫磷的混合农药中毒[5] 。秦复康[ 5]等报告 4 种农药中毒

发生 IMS的结果:硫磷中毒 50 例中发生 IMS 4 例 , 氧化乐果

中毒 19 例中发生 IMS 1 例 , 乐果中毒 11 例中发生 IMS 2 例 ,

敌敌畏中毒 58例中发生 IMS 1例。

1.2　中毒程度　临床资料显示[ 5～ 8] , IMS 病例多发生于重度

有机磷农药中毒 , 且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持续低下 , 甚至有人

报告发生 IMS时 , 病人全血胆碱酯酶活性为 0[ 8] 。但亦有极少

数中度中毒病例发生 IMS 的报道[ 3 , 5] 。王立军[ 9] 曾遇 1 例口服

敌敌畏仅 5ml , 中毒症状很轻 , 却发生了 IMS 的病例。此外 ,

临床观察[ 5]发现同期收治的同品种有机磷农药引起的同等程

度中毒患者 , 尽管其全血胆碱酯酶活性也持续低下 , 却未发

生 IMS。似乎说明 , IMS 的发生与中毒程度有关 , 以重度中毒

为主 , 但不能排除 IMS 的发生存在个体差异 , 导致了中毒后

发生或未发生 IMS 的结果。

1.3　胆碱酯酶复能剂　IMS 的发生与有机磷农药中毒急性期

的治疗是否有关 , 曾引起争论。Haddad[ 10] 和 Bensom 等[ 11]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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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酯酶复能剂应用不足可导致 IMS 的发生。这种应用不足

通常包括剂量不足 、 时机拖延以及给药方式不当 (一开始就

静脉滴注)。 Besser等[12] 给 6 例 IMS 患者以复能剂双复磷 , 同

步监测肌电图和血清胆碱酯酶 , 发现中毒后 12 小时内给药 3

例 , 其神经肌肉传递有显著改变 , 而血清胆碱酯酶活性并未

升高 , 说明复能剂可直接改善神经肌肉传递。国内贾卫滨[ 13]

观察 , 中毒早期应用胆碱酯酶复能剂可有效地阻止 IMS 的发

生。甚至有人采用突击量氯磷定方案[ 14] 抢救 IMS 成功的报告。

之所以有效的基本依据是较集中地发挥了复能剂可以直接对

抗胆碱酯酶抑制剂所致的神经肌肉接头阻断作用[12～ 14] 。由此

可见 , 胆碱酯酶复能剂在中毒早期的合理使用对 IMS 发生可

产生一定的影响。

1.4　其他　有作者提出 IMS 引起的肌无力可能与有机磷引

起的肌肉坏死有关[ 15] , 但受到 De Bleecker 等[ 16]的反对。秦复

康 、徐海滨等[ 5]报告 10 例 IMS 患者无肌肉坏死发生 ,故有机磷

引起的肌肉坏死与 IMS 发生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

2　意义

鉴于 IMS 的引发者多为二甲氧基化合物 , 故临床中遇到

此类农药中毒时应在急性症状缓解后 , 详细进行神经系统检

查 , 尤其注意有重要临床提示意义的肌力和腱反射变化 , 如

腱反射减弱 、 消失 , 吞咽困难等 , 有条件的应进行肌电图检

查 , 以便早期发现 , 尽管目前临床资料多以重度有机磷农药

中毒为主 , 但对于中 、 轻度中毒亦不应放松警惕 , 要认真观

察 , 及时处理。

当前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治疗存在的严重缺陷是只顾

及了 M样症状 , 而忽视了 N 样症状。尽管 IMS 的发生机制目

前尚不清楚。但近年研究认为 , IMS 的发生可能与突触间隙内

积存的大量乙酰胆碱持续作用于突触后膜烟碱 (nicotine , N)

受体并使之失敏有关[ 17] , 加上近年的研究提示肟类药物具有

“非乙酰胆碱酯酶重活化作用” [ 18] , 故主张早期规范使用肟类

复能剂 , 对防治 IMS 可能具有关键作用。国内有人提出[ 9] 复能

剂最好在肌电图监测下使用 , 因为过量亦可导致神经肌肉传

递的抑制 , 这一提法在临床中是否可行 , 尚需进一步探讨。

另外 , 设想研究一种能有效阻断 N 受体的药物 , 通过调

整剂量和投药间隔时间 , 控制其效应 , 不致引起神经肌肉传

递的明显抑制。在急性症状期就与阿托品同时使用 , 有可能

预防 IMS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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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对纺织女工行为功能的影响

The effect of noise on the behavioral function in the female spinning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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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行为测试结果表明 , 噪声接触组反应时延长 、 负

性情感状态得分高;注意力 、 反应速度差;运动速度/持久能

力低。工龄≥5 年组上述指标差于工龄<5 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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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行业中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为噪声 , 噪声除了影响

听力 、 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外 , 还可对作业工人的神经系

统功能 、 认知能力有多方面的影响[ 1 ,2] 。 为了解纺织噪声对挡

车女工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采用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Neurobehavioral Core Test Batteries , 简称 NCTB)对纺织女工进

行测试。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乡镇企业纺织厂从事噪声作业挡车女工 87 名为接

触组 , 年龄 18～ 40岁 , 平均 25.1 岁;工龄 1 ～ 8 年 , 平均 5.1

年;文化程度为初中 (80 名)、 高中 (7 名)。另选非噪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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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 62 人为对照组 , 年龄 19 ～ 40 岁 , 平均 25.3 岁;工龄 1 ～ 10

年 , 平均 5.2年;文化程度为初中(57 名)、高中(5 名)。两组年

龄 、工龄 、文化程度经统计处理 , 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全部受检者严格按照WHO 推

荐的 NCTB 方法进行神经行为功能测试。测试内容包括:情感

状态问卷 、 简单反应时 、 数字广度 、 手提转捷度试验 (利手

与非利手)、 数字译码 、 Beton 视觉保留 、 目标追踪Ⅱ (包括正

确打点数 、 错误打点数和二次打点总和)等 7 项指标。

1.2.2　噪声强度测定　采用国产 ND-2 型精密声级计 , 按

《工业企业噪声检测规范》 进行测试 , 织布车间测试 5 个点 ,

每点测 3 次。

1.2.3　统计学处理　所得资料用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噪声强度测定结果

接触组噪声强度范围为 98.0 ～ 101.0dB(A), Leq 99.0dB

(A);对照组噪声强度范围为 67.0～ 70.0dB(A), Leq 68.0dB(A)。

2.2　神经系统主要症状问诊结果和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2.2.1　两组神经系统主诉症状阳性率比较　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接触组与对照组比较 , 接触组出现头痛 、

头昏等主诉症状的人数多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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