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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半乳糖　Oncolyn对半乳糖致衰老小鼠氧化损伤影响的实验研究(张艳

淑)(4):193

苯　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误诊为乙腈中毒 5例分析 (吴建中)(1):26

　苯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1例报告 (刘杰)(1):27　苯中毒致

造血功能障碍 19例临床分析 (张峻)(1):28　苯中毒继发慢性淋

巴细胞性白血病 1例报告 (杜艳秋)(1):30　急性苯胺基乙腈中

毒 2例报告 (周梅嵘)(1):31　苯并 [ α] 芘和高温及其联合作用

对大鼠小脑粒细胞存活率及热应激蛋白水平的可能作用 (涂白

杰)(2):73　苯中毒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骨髓细胞免疫功能和

Fas、 CD34抗原变化 (张丽)(2):82　苯及苯系物对接触人员健

康状况的影响 (王龙义)(2):109　某家具企业慢性苯中毒调查

(白连贵)(3):189　亚慢性苯暴露对小鼠抗氧化酶系统影响的实

验研究 (胡怀前)(4):230　苯对作业女工月经及生殖机能影响的

调查 (蒋汝刚)(4):235　苯中毒病人的整体护理 (陈慈珊)(4):

246　苯接触与淋巴细胞DNA损伤 (韦拔雄)(5):290　慢性苯中

毒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2例报告 (邸晓莹)(5):306　职业性苯

暴露反-反式粘糠酸生物接触限值研究 (宋世震)(6):328

苯胺　急性重度苯胺中毒致肝功能异常 1例 (杨清雪)(3):175

便秘　煤矿工人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调查 (房奇)(4):233

丙烯腈　丙烯腈对体外培养鼠胚中脑神经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 (端礼

荣)(3):137　高压氧治疗急性丙烯腈中毒迟发性脑病 5 例报告

(徐普琴)(6):372

丙烯酰胺　急性丙烯酰胺中毒 1例报告 (黄爱英)(3):139

C

尘肺　尘肺患者肺动脉压力的超声心动图评价 (喻晓娜)(1):35　蔺

草尘肺伴右上肺大阴影误诊为肺癌 1例报告 (毛翎)(3):157　常

州市 2000年尘肺患者期望寿命分析 (王茜丽)(3):187　煤工尘

肺与 T淋巴细胞及微量元素关系的临床研究 (李庆)(4):208　计

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技术 (CT)在尘肺病诊断中的应用 (张幸)

(4):254　尘肺病人心脑血管并发症高发原因探讨 (王夏青)(4):

229　煤工尘肺患者血浆一氧化氮 、 内皮素-1和降钙素基因相关

肽含量分析 (张超)(5):288　蔺草工尘肺命名及诊断的探讨 (金

盛辉)(6):341　1955 ～ 2004 年南京市尘肺的分布状况 (庞燕)

(6):357

D

丹参　丹参对大鼠化学性 ARDS的防治作用 (陈静)(3):129　丹参总

酚酸对兔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时心功能的影响 (邢俊杰)(3):132

敌敌畏　葛根素对敌敌畏中毒大鼠 β-内啡肽的影响 (杜艳秋)(3):176

低分子右旋糖酐　低分子右旋糖酐致过敏性休克 2例分析 (原丽欣)

(1):33

电焊　电焊作业对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石玉琴)(3):153

毒鼠强　毒鼠强急性中毒的诊断与分级研究 (葛宪民)(4):211

锻热作业　某厂锻热作业人员血压和心电图变化的调查与分析 (袁建

国)(6):356

E

二甲基甲酰胺　二甲基甲酰胺中毒 9例临床分析 (梁霄)(2):88　1

例二甲基甲酰胺中毒的调查 (尹月英)(3):189　二甲基甲酰胺吸

入致大鼠急性胃损伤的研究 (穆进军)(6):336

二硫化碳　一起 CS2 泄露爆燃致学生群体不适反应的报告 (蔡丽红)

(1):51　职业接触二硫化碳对血脂水平的影响 (史善富)(2):

113

2 , 4-二硝基苯酚　某化工厂连续二起死亡事件原因分析 (王史远)

(2):117

F

防水涂料　北京市防水涂料生产和使用状况调查 (周素梅)(1):54

肺损伤　铸造工肺通气功能动态观察 (姚惠琳)(1):42　心肺功能运

动试验与静态肺功能判定肺损伤的比较 (邓国祥)(5):269　棉纺

女工呼吸系统损害的调查研究 (何钦成)(5):273

粉尘　职业性石英粉尘暴露者红细胞膜T-SOD活性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胡大林)(4):219

辐射　局部放射 、 加温对荷瘤小鼠肝脏MDA 含量及 SOD活性的影响

(孙丽萍)(2):102　高功率微波辐射对人体 T 淋巴细胞免疫活性

的影响 (尹金玲)(5):305　电离辐射事故的特殊医学应急准备指

南 (刘长安)(5):317

G

高血压　职业因素与高血压 (张星)(3):174

镉　氯丙嗪和异搏定对镉致大鼠肝肾毒性的影响 (徐斌)(1):5　α-硫

辛酸和牛磺酸对急性镉氧化损伤影响的实验研究 (喻道军)(4):

199　镉对肾小管上皮细胞钙黏蛋白的影响 (裴秀丛)(5):266

汞　汞矿劳动卫生与汞中毒动态观察 (成定满)(2):108　急性汞中毒

肝脏损害 1例报告 (刘东宽)(3):142　汞作业工人肾功能指标的

观察 (王史远)(4):240　朱砂致汞毒性皮炎 3例报告 (任颖)

(6):345　偏方致汞中毒及周围神经病 1例误诊分析 (姜文忠)

(6):349　一起职业性亚急性汞中毒事故报道 (廖舰)(6):380

工效学评价　办公室职员与电脑操作相关动作的人类工效学评价 (何

健民)(2):80　造型作业体力负荷接触评估 (雷玲)(6):321

工业毒物　某些工业毒物的代谢动力学研究概况 (郝丽芬)(2):104

固体光气　固体光气与光气中毒 (周静)(2):127

J

甲拌磷　装卸工急性甲拌磷中毒 10例报告 (林坚)(5):284

甲醇　甲醇毒作用肝肾胰超声表现 30例分析 (刁东英)(3):160

甲萘威　职业暴露甲萘威对女性生殖内分泌的影响(李燕南)(3):163

甲醛　甲醛对大鼠肺组织一氧化氮和一氧化氮合酶的影响 (宋铁山)

(3):177

甲酸乙脂　作业场所空气中甲酸乙脂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测定方法的研

究 (徐志洪)(2):111

碱性烧伤　扣式电池致幼童鼻中隔穿孔 6例报告 (宋春霞)(4):249

静态负荷　静态负荷对大鼠离体骨骼肌能量代谢的影响 (徐雷)(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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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烟热　电力维修工金属烟热 23例报告 (孙少秋)(3):161

L

来苏儿　急性来苏儿中毒 1例报告 (姚之春)(6):364

冷库　冷库工人血浆中 HSP70抗体及脂质过氧化水平的研究 (周舫)

(2):70

沥青　沥青致足跟部恶性黑色素瘤 1例报告 (鲍艳)(4):198　接触焦

油沥青工人职业性疣赘调查 (薛春霄)(5):298

磷化氢　磷化氢吸入中毒临床分析 (栾涛)(2):94

硫化氢　疏通下水管道引起急性中毒伤亡事故的调查 (贾允山)(2):

118　某拆船厂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调查 (周维新)(4):238　急

性硫化氢中毒 12例脑电图分析 (金力平)(5):283　石化企业硫

化氢中毒防治措施的探讨 (王丰)(6):361

硫酸二甲酯　一起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事故的调查处罚 (王丽

华)(2):119

螺旋藻　螺旋藻口含片增强免疫功能的实验研究 (张静)(4):231

铝　亚慢性铝暴露致小鼠脑神经细胞 DNA损伤 (杨永坚)(3):150　

铝 、 氟联合染毒大鼠血红蛋白含量的变化 (李迎春)(6):353

氯代烃　室内刷胶致亚急性氯代烃类中毒 3例报告 (徐雯)(1):34　

三种氯代烯烃对人角质形成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 (周承藩)(2):

76

氯仿　氯仿致中毒性肝损伤 1例报告 (吕红波)(1):25

氯气　69起氯气泄漏事故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 (朱艳梅)(5):320

M

锰　锰中毒的诊断与治疗 (白岩)(4):227　锰对仔鼠黑质神经元特异

性烯醇化酶的影响 (张本延)(5):263

N

纳米　TiO2 、 SiO2 、 Fe纳米及微米粉体对红细胞毒性作用的比较 (范

轶欧)(2):67　纳米氧化镁对小鼠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王天

成)(3):140　纳米 1 , 3 , 5-三氨基-2 , 4, 6-三硝基苯的急性毒性

和致突变性 (车望军)(3):143

镍　镍接触性皮炎的斑贴试验及其组织病理学特征 (陆东庆)(1):11

　羰基镍中毒的护理体会 (李翠敏)(4):247　镍对雄性小鼠脾脏

损伤的研究 (孙应彪)(5):295

农药中毒　急性混配农药中毒 1例报告 (孙素梅)(1):36　89例急性

农药中毒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穆进军)(3):156　

全球农药中毒概况 (林铮)(6):376

P

皮炎　职业性光接触性皮炎的诊断与处理 (王学民)(1):60　环境接

触性因素在面部皮炎发病中的作用分析 (李林峰)(6):334

捕获-标记-再捕获法　捕获-标记-再捕获法在工伤漏报调查中的应用

(胡伟江)(1):40　捕获-标记-再捕获法的历史 、 理论及应用发展

(胡伟江)(1):50

Q

脐带　脐带在胎儿环境污染物暴露危险度评价中的应用 (刘静)(6):

350

铅　某市蓄电池企业铅危害专项整治成效及其体会 (干超南)(1):59

　铅与乙醇对大鼠精子的联合毒性 (江俊康)(2):101　印刷车间

空气中铅对作业工人发铅的影响 (刘春莹)(3):131　职业性铅中

毒致肝损伤 5例分析 (赖纯米)(3):162　河南省城市学龄前儿童

血铅水平与相关因素分析 (陈玲玲)(4):202　中药偏方致铅中毒

9例临床分析 (陈建忠)(4):213　孕哺期染铅对幼鼠脑微量元

素 、 SOD及细胞凋亡的影响 (逮晓波)(5):260

青蒿琥酯　青蒿琥酯对中暑内毒素血症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内游离钙浓

度的影响 (张培)(2):96　青蒿琥酯对高温内毒素复合因素下巨

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谭庆)(2):98

曲古霉素A　曲古霉素A诱导髓系白血病细胞株U937细胞凋亡的分子

途径 (宋世震)(1):8　曲古霉素A 对 K562细胞周期蛋白的影响

(田凡清)(4):205

全氟异丁烯　全氟异丁烯对小鼠肺组织巯基的影响 (赵建)(5):257

R

乳腺癌　乳腺癌组织中 O6-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转移酶的表达 (谭纪

伏)(5):296

S

三硝基甲苯　273名三硝基甲苯作业人员白内障患病情况调查 (傅恩

惠)(2):107

商陆　急性商陆中毒 10例临床分析 (郭宝科)(1):32

砷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同时测定饮用水中砷和汞 (陈宁)(1):46　职

业接触砷工人肝功酶谱及肝功能变化 (杨晓光)(2):85　氢化物

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人发砷的国内动态 (王凯)(2):122　

砷中毒致周围神经病 1例报告 (李景丽)(3):159　某乡镇玻璃瓶

厂砷对工人健康危害的调查 (王菊香)(4):237　152名接砷工人

神经传导速度测定结果分析 (齐丽)(5):282　氢化物发生-原子

荧光光谱法测定人发中砷含量 (王凯)(6):331　玻璃厂慢性砷中

毒 7例临床分析 (尚波)(6):348

砷化氢　急性砷化氢中毒 3例临床与脑电图分析 (蔡淑云)(2):91

石棉　石棉肺并肺癌致纵隔疝引发上腔静脉受压综合症 1例报告 (金

满春)(4):215

顺铂　顺铂肝毒性的实验研究 (李革新)(6):352

四氢噻吩　四氢噻吩吸入反应 90例调查分析 (黄昭维)(1):53

四乙基铅　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一起急性四乙基铅中毒事故有感

(张寿林)(5):310　一起急性四乙基铅中毒事故调查分析 (许雪

春)(5):310　一起急性四乙基铅中毒事故病例临床分析 (李洁

雅)(5):311　一起急性四乙基铅中毒患者脑电图分析 (李洁雅)

(5):314　一起急性四乙基铅中毒事故重度中毒患者临床救治体

会 (王晶)(5):315　一起急性四乙基铅中毒事故重度中毒患者的

护理体会 (张惠玲)(5):316

双酚 A　混合染毒双酚 A、 壬基酚对小鼠生育力的影响 (王薛君)(3):

147

T

铊　急性铊中毒 4例临床分析 (朱启上)(2):90

糖尿病　安尼平治疗Ⅱ型糖尿病临床观察 (王福莉)(1):22　肺结核

合并糖尿病 46例浅析 (刘晓莹)(3):171

W

万灵　急性重度万灵中毒 1例报告 (李文汇)(2):95

威露士　口服威露士消毒药水中毒 1例报告 (杜军)(3):136

温室　包头市蔬菜温室作业人员血清免疫水平的测定与分析 (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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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4):239

温石棉　Oncolyn对温石棉所致大鼠氧化损伤影响的实验研究 (张艳

淑)(4):196

X

细胞培养　低剂量脉冲超声波对培养细胞的生物学效应 (孔璐)(1)

16　γ射线诱发培养淋巴细胞TCR基因突变的剂量-效应关系 (刘

长安)(1):23

矽肺　矽肺致肺功能障碍的病例对照研究 (曲亚斌)(3):169　72 例

急性矽肺并 13例死亡病例临床和 X 线分析 (常筑平)(4):214　

148例矽肺患者肺叶灌洗回收液检验结果分析 (张素华)(4):241

　隧道掘进民工矽肺患病情况调查 (陈建超)(4):253　96例农

民工急进型矽肺患病分析 (苏冬梅)(5):286　中医药治疗矽肺研

究进展 (王莉)(5):292　某村石英粉加工工人矽肺病的患病调查

(李津)(5):301　315例民工矽肺患者致残程度鉴定分析 (肖方

威)(5):303

洗胃　儿童口服中毒的洗胃与护理体会 (辛静)(1):封三　去甲肾上

腺素在口服中毒患者洗胃中的应用 (王霞)(4):封三

心理需求　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心理需求与对策探讨 (张翠丽)

(3):185

溴甲灵　溴甲灵中毒 (周静)(3):190

Y

亚硝酸钠　急性亚硝酸钠中毒 18例分析 (姚树志)(2):116

液化石油气　一起液化石油气中毒事故调查分析 (杨国瑾)(5):封三

乙醇　慢性乙醇中毒致乙醇性肝硬化 74例分析 (莫丽)(2):110　乙

醇的雄性生殖毒性 (解丽君)(3):172　二乙氧基乙醇生殖毒性生

物学标志物研究进展 (贾娜)(3):179　急性乙醇中毒诱发急性肌

病 1例报告 (王群)(3):136

乙二醛　乙二醛致大鼠淋巴细胞 DNA 损伤的实验研究 (王路)(6):

353

乙体氯氰菊酯　乙体氯氰菊酯对雄性大鼠脾脏 T淋巴细胞增殖功能的

影响 (安丽)(3):178

医务人员　口腔医务人员HBV 职业接触的风险及防护 (富春时)(2):

100

乙烯　某乙烯扩建工程竣工验收职业卫生学评价 (李奎荣)(2):115

一氧化碳　老年急性重度 CO 中毒并发脑梗死病例分析及文献复习

(菅向东)(2):93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周围神经病变 12例临床分

析 (黄爱莉)(2):114　锅炉抢修人员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2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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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民)(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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