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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机场地勤人员噪声暴露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某机场长期接触噪声的 463 名地

勤人员为研究对象 , 将其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相似的分为一组 , 每组抽取 3 ～ 5 人用噪声个体计量仪测量等效 A声级

(LAeq), 按等能量原理将 LAeq和噪声作业工龄合并计算累积噪声暴露量 (CNE)。高血压判定按WHO/ ISH (1999)标准:

收缩压≥140 mm Hg (18.6 kPa)和/或舒张压≥90 mm Hg (12.0 kPa)者为高血压 , 已确诊高血压并服降压药者均按高

血压统计。结果　机场地勤人员 8 h 等效声级 LAeq.8h为 (89.3±4.0)dB (A), 97%地勤人员的 LAeq.8h高于 85 dB (A)。

体检发现高血压患者 91人 , 高血压患病率 19.7%。单因素分析表明工龄 、 年龄 、 体重指数 (BMI)以及父母高血压史

均与高血压患病率呈正相关关系 (P <0.05), CNE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剂量-反应关系 (P <0.01)。多元

Logistic回归显示 , 年龄 (OR=1.062)、 BMI (OR=1.280)、 父母高血压史 (OR=1.945)是高血压患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 , CNE的 OR值为 1.040 (P=0.197)。结论　CNE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剂量-反应关系 , 调整混杂因素影

响后 CNE 每增加 1 dB (A)地勤人员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增加约 4%, 但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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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ise and hypertension in airport ground crew.Method

　A total of 463 ground crew at airport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 they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noise

exposure levels.3—5 persons each group were selected for collecting personal noise exposure data-equivalent continuous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noise level (LAeq)by dosimeter during a working day.According to equal-energy rule , LAeqand noise exposure duration

were incorporate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 (CNE).The definition of hypertension was followedWHO/ ISH stan-

dard (1999):sy stolic blood pressure≥140 mmHg (18.6 kPa) and/or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90 mm Hg (12.0 kPa).The diag-

nosed hypertension patients , including those taken anti-hypertension drugs , were all defined as hypertension cases.Result　The noise

exposed by ground crew at airport were non-steady noise, the LAeq.8h was (89.3±4.0)dB (A) [ 79.0 ～ 98.8 dB (A)] , nearly

97% of ground crew their exposure level beyond 85 dB (A).There were 91 hypertension patients found in the investigation with a

prevalence of 19.7%.The statistic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ypertension prevalence and

noise exposure duration , age , BMI , parentshypertension history (P <0.05).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urther showed that age ,

parentshypertension history , BMI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 while odds ratio (OR) of CNE was 1.040 (P =

0.197).Conclusion　Ιt is suggested that after adjusting the effect of confounding factors , there seems some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NE and hypertension:there would be 4% increase of hypertension risk with 1 dB (A) increase of noise exposure , but with-

out significance , the confirm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needs more cases investigation in future.

Keywords:Non-steady state noise;Hypertension;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Individual dosimeter;Cumulative noise expo-

sure (CNE)

　　迄今人们已对噪声与高血压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

究 , 初步证实长期接触稳态噪声可以引起高血压患病

率升高。已知环境中的噪声除稳态噪声外 , 多数属于

不稳定的或间断的非稳态噪声 , 机场地勤人员接触的

噪声就属于这种类型 。机场地勤人员噪声暴露情况十

分复杂 , 主要表现为噪声源发出的噪声非常不稳定 ,

同时存在多个噪声源 、噪声源的位置往往不固定 、地

勤人员与噪声源的相对位置又不定 , 这些复杂的情况

造成地勤人员实际接触噪声暴露的水平随时间波动 ,

用普通声级计在现场的测试时间很短 , 仅能定点 、定

时测量 , 无法随工人工作位的变化而移动 , 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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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工人的实际噪声暴露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 难

以反映工人实际噪声暴露的动态变化水平。如何正确

客观地评价工人的实际噪声暴露是一个关键问题 。

目前非稳态噪声暴露的测量和评价尚未形成统一

的标准和方法。过去非稳态噪声暴露一般是通过工时

记录和噪声分段测试来计算等效连续 A 声级 , 因其

测定时间不同 , 结果代表性较差[ 1] 。但已初步确定采

用噪声个体计量仪进行稳态噪声暴露的测量 , 以等效

A声级 (LAeq)和累积噪声暴露量 (CNE)作为噪声

暴露的评价指标进行稳态噪声研究 , 结果可靠
[ 2 ,3]
。

为此本次研究借鉴测量和评价稳态噪声暴露的方法以

某机场接触噪声的地勤人员为研究对象 , 使用噪声个

体计量仪对非稳态噪声暴露进行测量评价 , 对噪声暴

露与高血压的关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某机场机坪和维修车间两大工作区域

全部 24个车间的 463名 (男 439人 、 女 24人)地勤

人员 , 从事本岗位噪声作业 1年或以上 。其中协调 、

机械 、司机 、文件准备 、 地毯清洁 、客舱修理等工种

同一个工作日内需要在机坪和维修车间两大工作区域

内工作 , 在维修车间区域作业的工种主要有钣金 、气

动附件修理 、 马达修理 、 锅炉 、 空压 、 发动机试车 、

动平衡 、 喷砂和手工修理等。

1.2　方法

1.2.1　噪声测量　将入选的24个车间内工作内容和

性质相似的地勤人员确定为一组 , 463名地勤人员总

共被分为 24个组 , 每组随机选取 3 ～ 5名工人作为个

体噪声暴露测量的对象 , 总共对选取的 81人使用个

体计量仪 (SH-126 记录式声级计)进行了噪声暴露

测量 , 该仪器由地勤人员随身携带 , 测量话筒固定在

衣领上 , 仪器自动连续记录和储存整个工作时间段内

的噪声声压级分布 , 测量结束后通过电缆将数据传输

至计算机保存。用 SH-126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 计

算工作期间的等效连续 A声级 (LAeq)。按等能量原

理 , 将 LAeq.8h与噪声作业工龄合并成累积噪声暴露量

(CNE)
[ 1]
, 按公式计算 8 h 等效声级计算的累积噪声

暴露量 (CNELAeq.8h)。公式中 n 为职业史中地勤人员

从事工作 (工种)的阶段数;T i 为地勤人员在第 i 阶

段工作期间噪声暴露的时间;按等能量原理计算

CNE , 相当于地勤人员工作 1年接触噪声的水平 , 单

位为 dB (A)·年 , 简写 dB (A)。

CNELAeq.8h=10×log {∑
n

i=1
10LAeq.8hi

×0.1×Ti}

1.2.2　问卷调查和健康检查　职业史调查包括工作

单位 、工种 、工龄 、 每天噪声暴露时间 、噪声性质以

及耳塞等护耳器的使用情况。同时还对地勤人员的一

般情况 (姓名 、 性别 、 年龄以及文化程度等)、 个人

疾病史 、 父母高血压史 、 个人生活习惯 (吸烟和饮酒

情况)等进行调查。

血压测量采用经校正的水银柱血压计测坐位右臂

肱动脉收缩压和舒张压 (精确至 1 mm Hg , 0.1 kPa),

测前休息 15 min , 隔2 min重复测量。如果第 2次测

量的收缩压或舒张压的读数高于或低于第 1次测量数

值4 mm Hg (0.5 kPa)或以上 , 则相隔 2 min后再次

测量 , 直至最后 2次血压测量的数值小于 4 mm Hg ,

取最后2次血压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对于收

缩压 ≥ 140 mm Hg (18.6 kPa)和/或 舒 张压 ≥

90 mm Hg (12.0 kPa)者 , 在不同日重复以上测量 ,

以确诊或排除高血压诊断。高血压诊断按 1999 年

WHO/ ISH 标准:收缩压≥140 mm Hg 和/或舒张压≥

90 mm Hg 者诊断为高血压。对于在本次研究开始之

前确诊患高血压 、体检前 2周内服用降压药者 , 无论

血压是否超过高血压诊断标准 , 均认定为高血压 。用

人体秤测量身高 (精确到 0.01 m)和体重 (精确到

0.5 kg), 按公式计算体重指数 (BMI), 单位 kg/m2 。

BMI (kg/m2)=体重 (kg)/ 〔身高 (m)〕2

1.3　统计学分析

1.3.1　数据录入与管理　将收集到的资料用EpiInfo

6.04软件进行录入 , 采用二次数据录入和逻辑检错

保证数据录入的质量 , 建立噪声暴露数据库 、问卷数

据库和体检数据库。在分析工作数据前 , 将 3个数据

库按地勤人员编号进行合并 , 并用手工抽查方法验证

数据库合并准确无误 。

1.3.2　统计分析　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 , 进行

均衡性检验;用 SPSS10.0 软件计算 CNE 、 人数 、 均

数 、标准差和高血压患病率 , 并做 F 检验和 χ2 检

验;用 EpiInfo6.04 软 件 做 趋 势 卡 方 检 验;用

SPSS10.0做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地勤人员年龄 (35.5±10.4)岁 , 噪

声作业工龄 (16.8±11.4)年 , 在工作中偶尔佩戴耳

塞或耳罩的地勤人员占 18.6% (86/463), 其余地勤

人员在工作时均未佩戴耳塞或耳罩 。

2.2　噪声暴露测量结果

图1为某地勤人员典型的噪声暴露动态变化直方

图 , 图中每一直方柱代表地勤人员 10 min 期间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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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的等效 A 声级。该地勤人员自上班开始 , 噪声

暴露水平迅速达到 80 dB (A)以上 , 然后在 80 ～ 100

dB (A)范围内波动 , 午饭期间 (12 :00 ～ 13 :00)噪

声暴露水平下降至 60 ～ 70 dB (A), 下午工作期间的

噪声特点与上午相似 , 暴露水平略低于上午。从图 1

可见 , 该地勤人员在同一个工作日内即使测量 10 min

等效声级 , 不同时间的噪声暴露水平仍波动很大 , 测

量数据不稳定。经实际对 24个车间 81人的测量发现

该机场所有入选车间地勤人员噪声暴露动态变化直方

图的特点与该人员类似 , 即同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

内的不同时间段噪声暴露水平有波动 , 因而本研究使

用个体计量仪进行噪声的连续采样可反映工人真实的

噪声暴露情况。

图 1　某地勤人员一个工作日内个体噪声暴露动态变化

　　图1显示 , 该机场地勤人员的噪声暴露采用短时

间测量的数据不稳定 , 而采用整个工作时间内等效声

级能否获得稳定的噪声暴露数据需要验证。另外 , 在

同一车间内不同地勤人员之间的噪声暴露是否相似也

需要验证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 , 表 1总结了某机械

车间 4名地勤人员在 3个不同工作日的 LAeq.8h , 结果

该组数据中 LAeq.8h的最小值 83.1 dB (A)、 最大值为

89.9 dB (A), 极差达 6.8 dB (A), 提示单个地勤人

员一次个体噪声暴露测量的结果有较大的波动范围 ,

不能用一个地勤人员一次的测量数据代表该车间所有

地勤人员的噪声暴露水平 。计算每个地勤人员 3次测

量数据的均值 , 其变化范围达 2.8 dB (A), 而4名地

勤人员一天测量数据的均值在不同工作日之间的变化

范围<1 dB (A), 经双因素方差分析无统计学意义 ,

提示不同地勤人员之间 、 不同工作日之间的 LAeq.8h相

似。由于不同工作日之间的 LAeq.8h差异小于不同地勤

人员之间的 LAeq.8h差异 , 从变异大小和实际操作两方

面考虑 , 我们将选取的 24个车间根据其工作内容和

性质相似性分为 24 个组 , 每个车间为一个组 , 每组

选取 3 ～ 5名地勤人员 , 测量 1 d的 LAeq.8h , 取 LAeq.8h

的平均值作为该组地勤人员的噪声暴露值。

　表 1　某车间4名地勤人员3 d 噪声测量结果比较 dB (A)

人员编号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合计

甲 83.1 85.2 89.0 85.8±3.0

乙 88.8 88.1 86.8 87.9±1.0

丙 89.9 87.6 84.0 87.2±3.0

丁 86.5 83.6 85.2 85.1±1.5

合计 87.0±3.0 86.1±2.1 86.3±2.2 86.5±2.3

　　F=0.16 , P>0.05

2.3　噪声暴露与高血压的剂量-反应关系

在463名地勤人员中共发现高血压患者 91 人 ,

高血压患病率为 19.7%。以 LAeq.8h为指标进行分层 ,

各层高血压患病率水平在 0 ～ 28.6%之间波动 , 经趋

势卡方检验 , 尚无统计学意义 (χ2趋势 =0.836 , P >

0.05)。对噪声作业工龄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析发现 , 随工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逐渐增高 ,

经趋势卡方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χ
2
趋势=34.820 , P <

0.01), 提示工龄与高血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地勤人员噪声暴露量由噪声暴露水平和暴露时间

两部分组成。以上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分析了噪声暴露

与地勤人员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 但结果不一致 。噪

声暴露水平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剂量-反

应关系 , 而噪声暴露时间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呈正相

关关系。在该人群中 , 高血压的发生是否与噪声暴露

有关 , 上述分析结果还难以回答。为此 , 将噪声暴露

水平与暴露时间按等能量原理合并为 CNE , 用 CNE

评价噪声暴露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将 LAeq.8h和

CNELAeq.8h两种噪声暴露评价指标按噪声暴露水平进

行分组 , 分别计算各噪声暴露水平组地勤人员占总人

数的百分数 , 发现 90%以上的地勤人员 LAeq.8h处于

85.0～ 95.0 dB (A)范围 , 而多于 80%的研究对象

CNELAeq.8h在 95 dB (A)以上。表 2显示 CNE与高血

压患病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剂量-反应关系 (P <0.01)。
表 2　按8 h 等效A 声级计算的累积噪声暴露量

(CNELAeq.8h)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CNELAeq.8h [ dB (A)] 人数 高血压人数 患病率 (%)

<90 33 1 3.0

90～ 94 89 13 14.6

95～ 99 131 18 13.7

100～ 104 148 37 25.0

105～ 109 51 16 31.4

110～ 114 11 6 54.5

合计 463 91 19.7

　　χ2
趋势=21.799, P<0.01

单因素统计分析发现 , 年龄 、 BMI 和父母高血压

史等因素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性别 、吸烟 、饮酒以及文化程度等因素和高血压

患病率之间没有明显关联 。BMI与高血压患病率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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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 (P <0.01), 提示体重指数对高血压患病

率有显著影响。父母有高血压史地勤人员的高血压患

病率明显升高 (P <0.05), 提示遗传在高血压的发

病中起一定的作用。经相关分析发现 , 年龄与工龄之

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关系 (r=0.957 , P<0.01)。

为了确定噪声暴露与高血压之间的剂量-反应关

系 , 并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 , 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

归模型对资料做进一步分析。由表 3可见 , 纳入模型

的CNE 、 年龄 、 BMI和父母高血压史等 4个变量的相

对危险度 (OR)均>1 , 提示这 4个因素可能为高血

压发病的危险因素。其中 CNE 的 OR值为 1.040 , 提

示在调整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 CNE 每增加 1 dB

(A), 接触噪声地勤人员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增加约

4%, 但该指标的 P 值大于0.05 , 尚不能显示 CNE与

机场地勤人员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表3列出了各危险因素的Wald卡方值 , 依该值大小

评价各因素危险性大小的顺位 , 依次为 BMI>年龄>

父母高血压史>CNE。
表 3　机场地勤人员高血压危险因素的 Logistic回归模型

　　项目 偏回归系数 SE Wald卡方值 P值 OR值

常数项 -14.233 3.064 　　— 　　— 　—

CNE 〔dB (A)〕 0.040 0.031 1.667 0.197 1.040

年龄 (岁) 0.060 0.016 13.728 <0.001 1.062

BMI (kg/m2) 0.247 0.043 33.549 <0.001 1.280

父母高血压史 0.665 0.262 6.474 0.011 1.945

　　为考查各入选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表 4采用前

进法观察OR值的变化 。当 CNE 单独进入模型时 ,其

OR值为 1.113(P <0.01), 如果一名地勤人员从

80 dB(A)的环境调换到 100 dB(A)的环境中长期工

作 ,其患高血压的危险性 OR100-80 =(1.113)
100-80 =

8.51。将年龄加入模型后 , CNE的 OR值下降为 1.048

(P=0.10),同理计算 OR100-80=(1.048)
100-80=2.55。

提示年龄与 CNE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在调整

了年龄的因素后 , CNE的 P 值超过 0.05的界值 ,而年

龄的 P 值仍小于 0.001 ,说明年龄是高血压发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继续加入 BMI 、父母高血压史等因素后 ,

我们发现 CNE的 OR值变化不大 ,提示 CNE可能是高

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
表 4　逐步 Logistic回归分析 (向前选择法)OR值的变化

CNE 年龄 BMI 父母高血压史

1.113

1.048 1.058

1.037 1.061 1.275

1.040 1.062 1.280 1.945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机场不同地勤人员之间 、不同工作日

之间以及每天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噪声暴露水平有所波

动 , 地勤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实际暴露于非稳态噪声。

因而在许多岗位上地勤人员与噪声源之间的相对位置

不固定 、 噪声暴露水平和噪声性质随时间波动 , 是本

次噪声暴露测量和评价的难点 。另外 , 噪声暴露评价

包括噪声暴露水平和噪声暴露时间长短两个重要方

面。如果仅从 LAeq或仅从噪声暴露时间单一角度来考

虑 , 这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 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 LAeq

还是工龄对地勤人员的血压造成了影响 , 提示单从噪

声暴露水平或单从噪声暴露时间出发来考虑 , 结果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 因此从研究角度出发 , 希望把两者

作为单一指标。CNE根据等能量原理将噪声暴露水平

和暴露时间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 反映了地勤人员实际

总的噪声接触剂量水平。

已知高血压是一种由年龄 、 性别 、 BMI 、父母高

血压史 、 吸烟以及饮酒等多种危险因素共同导致的疾

病 , 需要确定这些因素在噪声暴露与高血压关系的研

究中是否存在混杂效应 , 并确定噪声暴露和高血压患

病率之间是否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此外 , 我们希望

了解噪声暴露对血压影响的程度 , 它与工龄 、 年龄 、

BMI以及父母高血压史等因素相比哪一个更重要 , 以

采取合理的措施预防接噪地勤人员高血压的发生 。多

元Logistic回归曲线是 S 型的 , Logistic回归分析软件

允许连续变量进入模型 , Logit 曲线的不同部分可以

近似地拟和直线 、 对数和指数曲线 , 适用于剂量-反

应关系研究。多元 Logistic回归不仅可以校正混杂因

素的干扰 、正确评价噪声暴露和高血压关系 , 还可以

比较各种危险因素在高血压病发生中的作用强度大

小
[ 5]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 , 年龄 、 CNE 以及 BMI

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的关系符合S 型曲线起始段的特

征 , 故本研究采用 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以探讨噪

声暴露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

为克服地勤人员年龄和工龄高度相关 (r =

0.957)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产生多元共线性的缺

点 , 我们将工龄和 LAeq合并计算CNE , 以 CNE作为噪

声暴露水平的评价指标进入 Logistic回归模型消除年

龄与工龄的相关关系[ 6]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

进入模型的 BMI、 年龄 、父母高血压史以及 CNE等 4

个研究因素的 OR 均 >1 , 其中 CNE 的 OR 值为

1.040 , 这与赵一鸣等 (1991 年)在纺织厂的研究结

果十分接近[ 6 ,7] , 其 ORCNE=1.033。但我们注意到 ,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噪声暴露与高血压的联系强度低

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 单因素分析 CNE 的 P 值 <

0.01 , Logistic回归分析 CNE的 P 值 >0.05 , 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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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排除其他影响因素来确定噪声与高血压

之间的关系。

经Wald卡方获得的数值观察到各危险因素在高

血压发病中危险性顺位依次为:BMI>年龄>父母高

血压史>CNE , CNE的危险性最弱 。已知降低 BMI是

预防高血压的重要因素 , 但 BMI很难得到很好的控

制。由于年龄和父母高血压史均为不可改变的危险因

素 , 而噪声的暴露是可以控制和减少的 , 因而降低

CNE对减少地勤人员高血压发病具有重要意义。只要

接噪地勤人员在工作中注意个体防护 , 采取有效的降

噪 、防噪措施 , 将会很有效地降低甚至避免 CNE引

起高血压的危险 。

本研究在过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 观察到机场地

勤人员高血压患病率有随 CNE 增大而升高的趋势 ,

因而识别 、评价以及控制高血压的各项危险因素 , 对

机场地勤人员健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场地勤人

员噪声暴露与高血压患病率之间是否存在剂量-反应

关系尚无肯定的结论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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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邻甲苯胺中毒并发肾功能

损伤 1例报告
A case of renal damage by acute o-toluidine poisoning

岳宏微

(阜矿集团公司职业病防治所 , 辽宁 阜新　123000)

1　临床资料

患者 , 男 , 33 岁 , 某化工厂操作工 , 因在邻甲苯胺染料

罐中持续工作 4 h , 且罐内温度较高通风不良而致中毒入院。

既往身体健康 , 从事邻甲苯胺染料工作 2年 , 无职业中毒史。

入院查体:T 37.4℃, P 100 次/min , R 25次/min , BP128/

90 mm Hg (17/12 kPa)。诉头晕 、 头痛 , 恶心 、 呕吐 , 无咳

嗽 、 咳痰。发育正常 , 意识清 , 精神萎靡;口唇和肢端指甲

严重发绀;呼吸急促 , 闻两肺底少许湿 音;心音纯 、 律整 ,

心率100次/min;尿频 (日尿 10 余次), 尿色正常 , 尿急及肾

区叩击痛;腹平软 、 无压痛 , 肝 、 脾肋下未扪及。

实验室检查:MetHb 浓度 40%, 可见异常红细胞 , Heinz

(+), 嗜碱点彩红细胞及碱粒凝集试验正常。血 WBC17 ×

109/L , Hb100 g/L;尿WBC 0～ 2个/HP, 未见红细胞及扁平上

皮细胞。 心电图 ST-T、 STⅡ 、Ⅲ 、avF压低 、 T 双向 , 余正常。 肝

功 、 胸部 X线片均正常。

入院后立即给予特效解毒剂 , 亚甲蓝 60 mg加 25%葡萄

糖液20 ml静脉滴注 , 1 次/ d , 并立即进行高压氧治疗 , 病人

发绀及呼吸困难有所好转。但由于入院后 30 h 出现尿少 , 尿

量<200 ml/24 h , 尿呈葡萄酒色 , 立即查尿常规及肾功能 , 尿

·病例报道·
中 RBC 满视野 , 尿蛋白 (+++), 相对密度 1.012 , 血 Na+

浓度低于 130 mmol/L , BUN 58.86 mmol/ L , 提示病人出现急性

肾功能损伤。病人面部及眼睑出现轻度水肿 , 双下肢伴有轻

度压痕性水肿 , 立即给予利尿剂 , 治疗未见好转 , 排除液体

量仍不足 , 考虑为急性邻甲苯胺中毒合并急性膀胱 、 肾损伤 ,

除解毒外予吸氧及血液透析治疗 , 降低尿素氮 , 并给抗感染

及止血药 , 青霉素钠盐及 25%NaHCO3 , 观察血酸碱度及离子

改变。此外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及保护肾功能等治疗方法 , 约 1

周后尿量逐渐增多 , 双肺 音消失 , 各项指标亦逐渐恢复正

常 , 2 个月后病人痊愈出院 , 随访 1年无复发。最终诊断为急

性邻甲苯胺中毒合并肾功能损伤。

根据病人有邻甲苯胺接触史 ,Heinz(+), 高铁血红蛋白高于

正常值 ,提示有邻甲苯胺中毒。同时出现尿频 、血尿 , 可能合并

膀胱炎。该患尿液-血浆渗透压比低于 1.1∶1 , 血 Na+浓度(少尿

期)<130 mmol/L ,尿液-血浆肌酐比值低于10∶1 ,尿中WBC、上皮

细胞明显增多 , 尿蛋白(+++), 尿呈葡萄酒色以及出现尿素

氮、肌酐增高超过正常值等情况 ,提示并发肾功能损伤。

2　小结

邻甲苯胺中毒主要表现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溶血 、出血性

膀胱炎 ,严重者有肝损害。有些病人出现尿道刺激症状、血尿、

蛋白尿等 ,尚未见肾脏明显损伤的确切报道。本例有高铁血红

蛋白血症 、血尿及膀胱刺激症状。因此可认为有膀胱炎。入院

30 h 后出现少尿 , BUN、Cr增高等 ,故有轻度肾功能损害。

根据上述条件 , 考虑该患者急性邻甲苯胺重度中毒并发

急性肾功能损伤。经抢救后病人中毒及肾损伤症状好转 , 证

明诊断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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