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 经本组

18 例正常人自身对照比较 ,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并且二

者相关非常显著 , 说明可以用晨尿汞浓度代替全日尿汞浓度

来评价正常人汞的接触水平 , 与陈幼霞等研究 389 例正常人

晨尿与全日尿汞比较结果一致[ 4] 。

有些物质在体内代谢的量是随液体的摄入量而变化的 , 故通

常采用相对密度或肌酐校正方法对尿液浓度进行校正[ 5] 。我们将

晨尿分别经相对密度和肌酐校正后与全日尿进行比较, 结果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说明尿汞在体内的代谢不受尿液浓度的影响, 经

校正后的结果会产生偏移, 不能代替全日尿反映机体泵汞水平。

对尿汞检测结果是否需要进行浓度的校正问题 , 目前仍未定论。

尿汞的检测方法目前还没有国家的标准方法, 各学者在研究中方

法手段不同, 但国内多数学者对尿汞检测不做校正
[ 4, 6～ 8]

。部分

资料对尿汞结果进行肌酐校正[ 9 ～ 11] , 如WHO专题组在推荐长期

职业性接触金属汞蒸气工人的个体生物限值是以μmol/mol肌酐尿

汞值为单位的[ 12];1994年国内出版的较为权威的 《生物材料中有

毒物质分析手册》 , 对尿汞检测结果要经相对密度校正[ 2] 。有关

尿汞校正的研究较少, 建议制定国家尿汞检测标准 , 并进一步加

强对正常人与接触汞工人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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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健康工人静脉血细胞正常参考值探讨
Exploration on the normal reference range of blood cells in vein blood

of healthy workers with automatic blood analyser

段虹
DUAN Hong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大连市职业病防治院 , 辽宁 大连　116001)

　　摘要:使用瑞士产 808血球自动分析仪 (Autolyzer AL808)

对678名健康工人静脉血细胞的正常参考值进行调查 , 结果

白细胞 (WBC)、 血红蛋白 (HGB)、 血小板 (PLT)的参考值

与末梢血均有差别。建议在没有建立静脉血正常参考值的情

况下 , 仪器法静脉血检测结果可作为大批量体检筛选用 , 异

常者用末梢血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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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性健康监护和职业病防治工作中 , 运用血液细胞

学的参数已成为职业病诊断重要的指标。 在我国已颁布的近

百项职业病诊断标准中 , 多数以血液细胞学的指标作为诊断

职业病的标准。以周围血细胞计数为例 , 过去的标准是根据

末梢血人工目测法检验结果制定的 , 近几年我国各地多采用

静脉血且使用血液分析仪检测。为探讨仪器法静脉血细胞正

常参考值范围 , 我们使用自动血液分析仪 , 对 678 名健康工

人静脉血细胞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 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受检对象的选择

选择本市居住的 678 名健康工人 , 排除了患有血液系统

疾病 、 服用对血细胞有影响的药物 、 接触有损于血液系统的

有害因素。 其中男性 398 名 , 年龄 18 ～ 57 岁;女性 280 名 ,

年龄 19～ 44岁。

1.2　使用仪器和观察项目

使用的仪器为瑞士产 808 血细胞分析仪 (Autolyzer

AL808)。观察项目有白细胞 (WBC)、 红细胞 (RBC)、 血红蛋

白 (HGB)、 血小板 (PLT)、 红细胞比积 (HCT)、 平均红细胞

容积 (MCV)、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MCH)、 平均血红蛋白浓

度 (MCHC)共 8 项指标。

1.3　统计方法

根据统计学的文献记载 , 上述各项观察指标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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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双侧正态分布资料 , 计算其算术平均数 (x)和标准差

(s), 按正常值= x±1.96s 求出各项观察指标 95%的正常范

围参考值。

2　结果

各项观测值的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健康工人 8项血细胞参数正常范围参考值

项目
男 (398例) 女 (280例)

平均值 标准差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范围

WBC(×109/ L) 平均值=6.1 标准差=1.5 范围=3.3～ 9.1

RBC(×1012/ L) 4.7 0.45 3.2～ 5.6 4.2 0.39 3.1～ 4.9

HGB(g/L) 147.5 16.5 135～ 200 128.3 14.9 99～ 158

PLT(×109/ L) 平均值=128.3 标准差=15.2 范围=101.3～ 298.1

MCV(f l) 87.4 3.9 79.8～ 95.1 85.9 4.1 77.9～ 93.9

HCT 0.40 0.04 0.36～ 0.44 0.34 0.4 0.27～ 0.41

MCH(pg) 31.5 2.3 27.0～ 36.0 30.8 2.2 26.5～ 35.3

MCHC(g/ L)359.9 23.3 314.2～ 405.6 356.3 24.8 307.7～ 405.0

3　讨论

3.1　血液细胞分析仪由于计数细胞多 , 一份血样同时能提供

多项血液学指标的结果 , 而且计数的每个步骤都可标准化。

因此 , 避免了人工目测法带来的人为误差 , 这些特点是目测

法很难达到的。这种方法很适于群体性职业性健康体检 , 操

作人员只要在上岗前经过培训 , 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按照仪器

说明书操作 , 随时注意仪器提供的信息并进行调控 , 便可得

到省时高效的检验结果。

3.2　近几年来国内外文献对仪器法静脉血的正常范围参考值

陆续见有报道 , 仅以白细胞和血小板为例 , 最早见于 1986 年

Bassman 的报道 ,白细胞正常范围参考值(3.7 ～ 8.5)×109/ L , 血

小板(142～ 424)×109/L;1993 年台湾周子秋报道 , 白细胞(3.9

～ 9.7)×109/ L;1995 年美国的 Williams 报道 , 白细胞(4.4 ～

11.3)×109/ L ,血小板(172～ 450)×109/L;1996 年北京丛玉龙等

报道 ,白细胞(3.48～ 9.48)×109/L ,血小板(98.7～ 302.9)×109/

L[ 1] 。 2003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网上报道 , 白细胞(3.5 ～

10.0)×109/ L ,血小板(100 ～ 300)×109/ L[ 2] 。本文表 1 所列结

果显示 , 白细胞(3.25 ～ 9.01)×109/L , 血小板(101.3 ～ 298.1)×

109/L ,与上述各家报道的结果相近。

3.3　目前 ,我国的职业病诊断标准中的血液学指标 ,依然使用法

定的传统末梢血目测法检测值的正常参考值 ,若按此标准衡量 ,仪

器法静脉血测定本属于正常范围者 ,但因其白细胞数低,可能误被

列为异常。为慎重起见 ,笔者建议, 在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中 ,仪

器法测定可作为提供筛选的信息 ,按法定参考值对仪器法列为异

常者 ,需进一步做人工目测法(或仪器法)末梢血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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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哌林中毒致抽搐发作 1例
Convulsive seizure in a case of benproperine poisoning

吴建文 , 卢映 , 王景霞 , 王常花
(潍坊市人民医院 , 山东 潍坊　261041)

1　病例报告

患儿 , 男 , 10 岁 , 因误服苯丙哌林 (咳快好)24 片来我

院就诊 , 于 2005年 4 月 8日收入院。来院途中 (服药 1 h 后)

抽搐发作 1 次 , 表现为双眼上视 , 四肢抖动 , 呼之不应 , 持

续约 1 min , 经针刺人中穴后缓解。 无口吐白沫及二便失禁 ,

无恶心呕吐。既往体健 , 无药物过敏史。查体:T 37.4 ℃, P

100 次/min , R 21 次/min , BP 120/ 70 mm Hg , 发育正常 , 营养

良好 , 意识清 , 精神萎靡 ,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 , 对光反射正

常 , 颈软 , 咽充血 , 扁桃体不大 , 口唇无发绀 , 双肺呼吸音

粗 , 未闻及干湿 音 , 心音有力 , 律整 , 无杂音 , 肝脾未及 ,

巴氏征 、 布氏征 、 克氏征均为阴性。门诊心电图正常 , 脑电

图示广泛阵发性异常脑电图 (各区以θ波为主)。经催吐洗胃

洗出药物碎片而确诊。入院后给予甘露醇脱水 , 能量营养支

持治疗 , 输液促进药物排泄 , 肿节风注射液抗感染治疗 24 h

后患儿精神恢复正常 , 饮食睡眠皆可 , 患儿家属要求出院。

随访半年正常。

2　讨论

苯丙哌林为非麻醉性强效镇咳药 , 具有中枢及外周的双重

镇咳作用 , 中枢镇咳作用源于其直接对咳嗽中枢产生的抑制作

用, 而外周镇咳作用则是因为其阻断肺-胸膜的牵张感受器产生

的肺迷走神经反射。镇咳作用较可待因强 , 并具有罂粟碱样平

滑肌解痉作用。本品口服易于吸收 , 服后 15～ 20 min 起效 , 作

用持续 4 ～ 7 h , 儿童用量为每日 2～ 4 次 , 0.33 mg/kg。小鼠

LD50为 192 mg/ kg[ 1] 。其不良反应为偶有轻度口干 、 胃部烧灼

感、 食欲减退、 头晕 、 乏力 、 嗜睡等。国内曾有 2 例因误服过

量引起中毒的报告 , 一例为3 岁男孩误服本品 16片 , 30 min 后

意识不清 , 继而出现深昏迷, 持续性抽搐和呼吸抑制 , 给予纳

洛酮等药物治疗后痊愈[ 2] ;另一例为 2 岁 9个月女孩 , 误服本

品30 粒许 (经洗胃洗出较多药物碎片和完整药片), 服药后1 h

出现中毒症状 , 表现为嗜睡、 呕吐 、 发热 、 阵发性烦躁不安,

4 h 后出现惊厥 , 持续 10 min 方止 , 后进入浅昏迷 , 持续5 h之

久, 经给予新斯的明等药物治疗后痊愈[ 3] 。本例患儿服用本品

24 片, 吸收后引起抽搐发作 , 继而缺氧后出现脑水肿 , 故脑电

图呈现异常改变 , 经催吐洗胃后, 未再出现抽搐发作。该病例

再次证实本药物存在中枢神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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