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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例正己烷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电生理学检查分析

Analysisonelectrophysiologicalexaminationin28 casesofperipheralneuropathybyn-hexane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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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8例正己烷中毒性周围神经病进行电生理学检

查及统计学分析 , 揭示了正己烷中毒所致周围神经病的发病

机制及病理特点 , 强调电生理学检查是诊断本病的重要手段

和可靠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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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 职业性正己烷中毒所致周围神经损害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 , 但由于其临床表现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 容

易被误诊 、 漏诊 , 因此电生理学检查在诊断中的作用就显得

尤为重要。 2006年我们对正己烷中毒的 28例病人进行了电生

理学检查 , 发现电生理学全部异常 , 现分析报道如下。

1　材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28例病人 , 男性 16例 、 女性 12例 , 年龄 18 ～ 48

岁 , 平均年龄为 31岁。接触正己烷工龄为 26 ～ 120d, 平均工

龄 3.5个月。 28例病人中四肢麻木 19人 (67.9%), 四肢无

力 17人 (60.7%), 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16人 (57.1%)。

28例病人均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 , 其中轻度

18例 (64.3%), 中度 10例 (35.7%)。上述病例均可除外以

下情况:(1)格林巴利综合征 (GBS), (2)糖尿病 , (3)药

物所致周围神经损害 。

1.2　电生理学检查

采用丹麦 Keypoint肌电图仪进行肌电图 (EMG)与神经

传导速度 (NCV)测定。检测时室内温度在 21 ～ 25℃, 皮温

35℃以上。

28例病人均先后 2次行 EMG检查 , 分别为离岗后 2个月

及离岗后 3个月。被检肌肉 79块 , 其中拇短展肌 14块 , 胫骨

前肌 26块 , 腓肠肌 37块 , 拇长伸肌 2块。在安静 、 小力收缩

及大力收缩状态下作运动单位电位测定。先后 2次做 NCV检

查 , 分别为离岗后 2个月及离岗后 3个月。被检神经 177条 ,

其中 141条测定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MCV), 包括正中神经 38

条 、 尺神经 30条 、 腓总 43条 、 胫后 30条;134条测定感觉

神经传导速度 (SCV), 包括正中神经 44条 , 尺神经 43条 ,

腓总神经 5条 , 胫后神经 42条。

其正常参考值参照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神经系统

疾病诊断标准》 (GBZ76— 2002), 并结合本院实验室标准。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11.0进行 χ2检验。

2　结果

2.1　EMG检查

被检 79块肌肉中 , 离岗后 2个月被检 39块 、 3个月被检

40块。自发电位离岗后 2个月 19块阳性 , 异常率 48.7%, 离

岗后 3个月 29块阳性 , 异常率 72.5%, 经χ2检验 , 自发电位

离岗后 2个月与离岗 3个月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运动电位时限延长离岗后 2个月 26块 , 异常率 66.7%, 离岗

后 3个月 35块 , 异常率 87.5%, 经 χ2检验 , 运动电位时限延

长离岗后 2个月与离岗 3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运动电位多项波增多离岗后 2个月 5块 , 异常率 12.8%, 离

岗后 3个月 23块 , 异常率 57.5%。经 χ2检验运动电位多项波

增多离岗后 2个月与 3个月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详见表 1。

表 1　28例正己烷中毒病人离岗后 2个月、 3个月EMG检查结果

检测项目
离岗后 2个月

被检肌肉数量 阳性数量

离岗后 3个月

检测数量 异常数

自发电位 39 19 40 29

时限延长 39 26 40 35

多项波增多 39 5 40 23

2.2　NCV检查

NCV检查结果显示 , 离岗后 2个月 、 3个月异常率均为

100%, 经 χ2检验 , 离岗 2个月时 EMG与 NCV异常率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被检的 177条神经中 , MCV异常 90条 , 异常率 63.8%,

SCV异常 132条 , 异常率 98.5%, 经 χ2检验 , SCV与 MCV异

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其中上肢 MCV异常 57

条 , 占 83.8%, 下肢 MCV异常 33条 , 占 45.2%, 经 χ2检验 ,

上下肢 MCV异常率有统计学意义 (P<0.01)。详见表 2。

表 2　28例正己烷中毒病人 NCV检查结果

神经名称
MCV

检测数量 异常数

SCV

检测数量 异常数

正中 38 28 44 43

尺 30 29 43 43

腓总(腓肠) 43 21 5 5

胫后 30 12 42 41

合计 141 90 134 132

3　讨论

1957年 Abbritti[ 1]首先报道了 “制鞋工人中毒性周围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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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的病例 , 怀疑与接触正己烷有关。 20世纪 60年代其他一

些国家和地区也有相继报道 [ 2, 3] 。 1990年后国内先后有大量病

例报道 , 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4, 5] 。

正己烷中毒可导致神经系统损害 , 以周围神经病发病率最

高。根据长期接触正己烷的职业史 , 出现以多发性周围神经病

损害为主的临床表现 , 结合实验室检查及作业场所卫生学调查 ,

综合分析 , 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类似疾病后 , 依据 《职业性慢性

正己烷中毒诊断标准》 (GBZ84— 2002)方可诊断。本病以肢体

感觉 、 运动障碍为主 , 但这个指标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虽然腱

反射减弱是比较客观的体征且阳性率较高 , 但也易受年龄影响 ,

而且也很难与腰骶神经根病变相鉴别 , 故单纯以临床表现作为

诊断依据尚不可靠。本组 28例病人中, 以临床表现确诊或疑诊

为周围神经病者只有 16例 (57.1%), 经电生理检查确诊为周

围神经病 28例 (100%)。因此我们认为电生理检查是诊断本

病的一个重要手段。

EMG与 NCV的对比结果分析表明 , 离岗 2个月时的 NCV异

常率明显高于 EMG, 离岗 3个月时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

NCV异常出现的时间早于 EMG出现的时间 , 分析原因可能为急

性神经损伤与急性神经切断一样 , 要等数周后 , EMG上才会出现

急性神经缺失的改变, 因此对于神经损伤后急性期 EMG的结果 ,

在评估时必须慎重 [ 6] , 必要时离岗 3个月后再做复查。

28例 EMG的异常所见主要为自发电位 、 运动电位时限延

长 、 多项波增多 , 说明病变部位可能在周围神经 、 神经根抑

或脊髓前角细胞。单独行一块肌肉 EMG检查 , 不能明确病变

部位 , 检查的肌肉越多 , 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越大 , 如结合

NCV检查则较容易确定病变部位 , 所以 NCV(MCV和 SCV)

检查是十分必要的。

SCV异常率较 MCV异常率多见 , 说明感觉纤维损伤明

显 , 与临床表现一致;上肢 MCV较下肢异常明显 , 可能因中

毒者手部活动量较大 , 且徒手作业 , 经皮吸收较多所致。

NCV减慢或消失 , 可能与髓鞘脱失有关。 EMG异常则可

能为纤维轴索变性。因此以上结果说明正己烷中毒性周围神

经病既有脱髓鞘改变又有轴索损害 , 且以前者出现为早。

EMG、 NCV的异常率离岗 3个月较离岗 2个月明显增高 ,

说明正己烷中毒所致周围神经损害为迟发病变 , 脱离接触病

情继续进展 , 与以往文献报道相一致。

通过本组病例的讨论分析 , 我们认为神经电生理检查对

正己烷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建议上 、 下

肢 EMG与 NCV同时检测 , 以免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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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有机磷经皮肤 、 呼吸道吸收中毒的原因 、 经

过及治疗效果 , 对 35例急性职业中毒者的资料进行分析。经

应用阿托品 、 长托宁 、 氯磷定等药物均治愈;新型抗胆碱药

长托宁疗效确切 、 长效 , 用药次数少 , 用法用量易掌握 , 副

作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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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3月至 2006年 9月我院救治因搬运 、 喷施有机磷

农药致急性职业中毒 35例 , 均治愈 ,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男 31例 、 女 4例 , 年龄 21 ～ 40岁 , 平均年龄

30.2岁。群体中毒两起共 26例 , 其中搬运甲拌磷 10例 , 施

放特丁硫磷 16例;喷洒液状农药零散发病 9例 , 其中甲胺磷

5例 , 敌敌畏 2例 , 氧乐果 2例。喷洒农药 30 min～ 4 h后发

病 , 群体接触 8h～ 3 d后发病 , 发病至入院时间 1 ～ 3 h。依

据 《职业性急性有机磷杀虫剂中毒诊断标准》(GBZ8— 2002),

35例均诊为职业性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 , 其中重度中毒 12

例 , 中度中毒 20例 , 轻度中毒 3例。

1.2　群体中毒经过及现场调查

2002年 3月 27日上午 9时 , 10人 (均男性)在某仓库装

卸 30 t3%甲拌磷颗粒剂 , 因气温高 、 湿度大 , 工人均赤身搬

运农药 , 工作 8h, 下午 5时相继出现头晕 、 乏力 、 呕吐 、 多

汗 、 胸闷等症状 , 送医院救治 , 入院后 4例昏迷 、 抽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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