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证号码作为惟一标识码;(2)了解每个人的流动情况及工

作性质 , 即记载人员的工作流动及工种的变更情况 , 同时自动

生成相关的个人信息 ,以便及时准确地反映每位员工工作场所

的变化 ,为流调的统计及健康监护的动态观察等提供信息;(3)

记载每个人的每次体检情况和内容 ,以便于对每个人的体检结

果和时间的延续进行分析和统计 ,为职业病的诊断提供基础数

据 ,同时还可以对职业病患者的治疗过程及诊断结果和各种过

程进行记录 ,如体检项目的自动生成和费用的统计等;(4)用工

单位基本信息及工种分布表 ,利用每个单位的基本信息和各种

工种信息表来组成多种综合信息 , 实现信息的扩展;(5)提高管

理过程的自动化程度 ,减少人为录入信息带来的误码率;(6)满

足进行各类信息的统计和分析的需求。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 , 同时兼顾今后发展的需求 , 我们选

择SQL Server大型数据库 , 与 HIS系统集成在一起 , 采用多表

相关联又相互独立的原则改进的管理系统 , 满足了职业健康

体检档案管理的要求。 具体表现在:(1)利用管理软件来约

定企业职工体检的工种和体检项目 , 企业职工体检时只需到

相应的门诊进行登记 , 确认此次体检时间后 , 体检项目会通

过网络自动记录到数据库;(2)管理部门在此系统相关功能

中可调阅检查结果 , 若加上其他一些辅助功能 , 还可以自动

生成结果报表反馈给企业;(3)如果企业职工是第一次体检 ,

系统中没有个人的相关信息 , 系统会发出提示 , 将个人的基

本信息录入进去 , 以后只需输入个人的标识码 , 系统便能按

企业联系体检时约定的工种 、 体检项目自动生成相关信息 ,

体检科室在职工检查时作确认即可。

本系统的重点是编码的设计要科学合理 , 不能太长 , 以

便在统计分析中通过提取不同的编码部分就能对不同的信息

进行分析 , 得出相关的结果。 《职业健康体检档案管理系统》

改进后 , 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提高了管理效率 , 同

时也为地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提供了基础数据。

高压氧辅助治疗氟乙酰胺中毒的体会
王美娟　王淑英 , 赵　花

(肥城市人民医院 , 山东 肥城　271600)

1　临床资料

2001年 1月～ 2003 年 10月 ,我科应用高压氧辅助治疗氟乙

酰胺中毒 23例 ,其中男10例 , 女13例 ,年龄 4～ 67 岁。在口服氟

乙酰胺后 1 h～ 3 d来诊。儿童多为误食, 其余多为自杀。 3 d 来

诊者已在外院进行洗胃 、导泻等处理后转入我院。就诊时昏迷 5

例, 烦躁不安 9 例 , 间歇性抽搐 6 例 , 心律失常 3 例。另外选择

1999年 1月～ 2000 年 12 月收治的氟乙酰胺中毒患者 43例作为

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年龄 、病情轻重差异均无显著性。

两组患者给予清水彻底洗胃 , 然后给予 20%甘露醇或

50%硫酸镁早期导泻 , 并给予特效解毒剂解氟灵 (乙酰胺)

0.1 ～ 0.3 mg/ (kg·d), 分 2～ 4次肌注 , 连续应用 5～ 7 d , 辅

以抗炎 、 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 治疗组加高压氧辅助治疗 ,

治疗压力 0.2 mPa, 面罩吸纯氧 60 min , 中间休息 10 min , 每

日 1次 , 10次为1 个疗程 , 共治疗 1 ～ 3 个疗程。高压氧治疗

最早的距发病时间为 6 d , 最晚的为 15 d。

2　典型病例

【病例 1】女 , 6 岁 , 于误食染有氟乙酰胺的饼干 15 min

后出现高热 、 四肢抽搐 、 双眼上翻 , 持续 5 min 缓解 , 1 h 内

出现抽搐约 6次 , 约 1.5 h 来我院。入院检查:浅昏迷状态 ,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 , 对光反射存在 , 呼吸急促 , 口鼻无异常

分泌物 , 双肺呼吸音清 , 未闻及干湿 音 , 心率 136 次/min ,

律齐 , 心音较低钝 , 四肢肌张力高 , 病理反射未引出;脑电

图示重度异常 , 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 、 心肌损害。 入院后

给予洗胃 、 导泻 、 特效解毒剂乙酰胺 , 并给予解痉 、 营养脑

神经等对症治疗 , 治疗后意识转清 , 但偶有肢体抽动 , 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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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差 , 失语 , 站立不稳 , 大小便失禁等。于 8 d后给予高压氧

治疗 , 每天 1 次 , 5次后开始能发音 , 10 次后失语部分恢复 ,

能说 2 ～ 3 句短语 , 在别人扶持下能走路 , 并能自排大小便 ,

此时停止药物治疗。第二疗程开始时各方面恢复良好 , 失语

消失 , 语言流畅 , 行走自如。查体未见明显阳性体征。

【病例 2】男 , 32 岁 , 自服氟乙酰胺约 200 ml , 3 d 后来

院。在当地医院给予对症处理后 , 意识转清 , 但仍有阵发性

癫痫样发作 , 共 6 ～ 8 次 , 每次持续约 3 ～ 4 min。入院检查:

除失语及心动过速外 , 未见其他阳性体征 , 心电图示窦性心

动过速 、 心肌损害。遂给予加大乙酰胺用量 , 解痉 , 营养心

肌等治疗 , 于第 6天行高压氧治疗 , 治疗 1 次后 , 抽搐减少 ,

但仍诉有头晕 、 头痛;治疗第 3 次后 , 抽搐 、 头晕 、 头痛等

症状均消失 , 复查心电图恢复正常 , 停止药物治疗。 高压氧

治疗 6次后痊愈出院。

3　结果

治疗组死亡 1 例 , 烦躁不安 1 例 , 视物不清 1 例 , 其余

20 例均治愈;对照组死亡 1 例 , 烦躁不安 3 例 , 视物不清 2

例 , 癫痫样发作4 例 , 植物人 1例 , 不同程度头晕 4 例 , 其余

28 例均治愈。两组比较治疗组临床症状未完全消失的病例数

明显低于对照组 (χ2=4.525 , P <0.05)。

4　讨论

氟乙酰胺为剧毒农药 ,其水解产物为氟乙酸。氟乙酸在细

胞内与线粒体的辅酶A 结合阻止三羧酸循环 ,干扰机体能量代

谢 ,导致脑缺氧 、脑水肿 ,致脑细胞异常放电 , 引起癫痫样抽搐 ,

并可造成不可逆的脑组织损害。应用高压氧配合药物治疗 , 能

迅速增加脑组织及脑脊液的氧含量 ,提高脑组织氧分压及氧的

弥散量和弥散距离 ,从而纠正脑缺氧 , 促进受损脑组织的修复;

且高压状态下 ,椎-基底动脉系统血供增加 ,能改善脑干网状结

构上行激活系统的功能 ,有助于促进昏迷的苏醒。本资料结果

显示 , 进行高压氧治疗后神经系统后遗症出现少 , 说明高压氧

辅助救治氟乙酰胺中毒安全 、可靠 , 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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