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影响其他元素含量的稳定性
,

同时经 C a N a : 一 E D T A

驱铅治疗
,

与铅排出的同时也有其他微量元素排出
.

而使临床症状加屯
。

二疗程组微量元素的改变较 疗

程组显著
,

这与治疗时间延 长
,

C a N a : 一 E D T A 应用

次数增多有关
。

铅中毒患者体内元素组 合关系明显 区 别 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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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经治疗后元素的异常组合关系向元素的正常组合

关系变化
,

但因 血铅仍高
,

不宜做为痊愈指标
。

微地

元素的变化与尿铅的含址 也无相关关系
,

同时各种元

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变化更是多样化的
,

看来这是
·

个发杂的机制
,

有待进
一

少研究
。

接触铅工人脑电图改变的分析

洛阳轴承厂职工医院 ( 4 7 1 0 3 9) 陈茂勋 孟德兰 郊又五

为研究铅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

探索铅接触者的脑

电图 ( E E G )变化规律及特点
,

我院对 1 83 名接触铅工 人

进行常规脑 电图检查和系统的临床检查及尿铅检验
。

并利用生物控制论的原理
,
以微电脑 心脑电诊 断仪对

铅作业 者的脑电图进行多维信息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受检对象 以某蓄电池厂 1 83 名生产工人作为调

查对象
,
其中男 5峨例

,
女 1 29 例

,

平均年龄34
.

5 士 1 9
.

1

岁
。

平均接触铅工龄 9
.

3 士 6
.

8年
。

同时选择56 名非接

触有毒有害的医务人员为对照纪
,

其 性 别 构 成
、

年

龄
、

工龄与接触组相近 ( P > 0
.

肠 )
。

1
.

2 生产环境空气中铅浓度测定 据历 年检测 资;料

表明
,
该厂生产车间监测点空气中铅尘 (烟 ) 浓度均

在国家最高容许浓度之 上,
有些点甚至超出数十倍

。

1
.

3 两组全部经过病史询问
、

全面的临床检查 和尿铅

化验
。

1
.

4 方法 仪器采 IJJ 日本光 电 I A 一 7 1型八导 E E G 仪

和国产 N Y 一
02 型微电脑 心脑 电诊 illt 仪

。

时 间 常数

D
.

3秒
,

标准 电压 l o m m = 5 0“ V
,

滤波为 3 o I L乙,
纸速

3cln /
s 。

按国际 10 一 20 系统放 置银管电极
。

受俭 若取

仰卧位
,

自然闭 口做常规单极和双极导联记录
,

并以

闪光灯做诱发
。

在记录常规脑电的同时
,
从脑电图仪

弓!出 F : 、

F : 信号
,

输入微电脑心脑电诊断仪
,

并用

超低频长余辉示波仪跟踪观察
,

然后绘图进行多维信

息分析
。

1
.

5 诊断标准 以黄远桂等编的《临床脑电图学 》 (陕

西科学技术 11;版社
, 1 9 8 4 ; 1 5 7一 1 6 1 ) 和封根泉

_

1二编

的 《心脑电图电子计算机分析的原理和应用》 (科学

出版社一 1 9 8 6 , 2 0 3 ~ 2 6二) 的标准为根据
,
按常规日

测和电子计算机对脑电图进行多维信 忿的结果做山综

合诊断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两组 E EG 结果 Jll多维信息和目测两 种方法 分

析
,
可见接触组

.

1
,
异常E E G与对照组比较 有 显 著 差

异 , 正常范围 E E G与对照组 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
。

表明

多维信息分析 E E G 结果同 目测分析 E E G结果 是荃本

一致的
,
且有较高的阳性率 (见表 1 )

。

2
.

2 E E G特征分析 a 电压 小于 25 “ V低 f 波及双侧

不对称
, e散在活动及氏节律阵发出现均明显增多

,
与

对照组比较均有显 著差异 (见表 2 )
。

表 1 多维信息分析与目测 E E G 结果比较

接触组 ( 1 8 3人 ) 对照组 (5 6人 )

例数 例数

ōóO曰抢七00
.

…
.了。。,Ulùō了z勺Ul勺J七目叨1竹几Q勺̀,甘,`1孟,ó八J峥̀的」

目测诊断

正常 E E G

正常范围 E E G

轻度异常 E E G

正常 E E G

正常 范围 E E G

轻度异常 E E G

2 3
。

5

6 1
。

2

1 5
。

3

3 1
。

1

5 6
。

8

] 2

4
.

2 8 7 9

0
.

0 于2 9

5
。

37 50

1
.

8 9 6 4

1
。

C 3 了1

5
_

16 5 9

< 0
.

0 5

> O
。

公3

< Q
.

0 5

> 0
.

0 5

)
·

O
。

0 5

< 0 0 5

伪J曰几00丹̀J任勺ó通11叮̀匕曰ōUǹ

qJ孟ō .1析息信维多分

注
:

本文 正常范围 E E G包括界限性 E E G和正 常与界限之 问的 E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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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目测分析脑电图特征比较表

接 触组 ( 1 8 3人 )

例数 %

对照组 ( 5 6人 )

脑 电图特征 义 2 P

例数 %

劲<<00<0劲<0劲劲<<0034234947肚12““2234低 电压 ( a蕊 2 5料V )

a 节律左右不对称

自

发

诱

发

a 活动不规 则

0 活动散 在增多

0节律阵发 出现

月活动增多

a 活动不规则

0活动散在 增多

0节 律阵发 出现

刀活动增多

12
.

5 7

18
。

5 8

2 6
。

7 8

2 5
。

6 8

11
.

7 8

6
。

5 6

3 6
。

0 7

3 4
.

9 7

1 2
。

0 2

1 8
。

5 8

5
。

4

10
.

7

5
.

4

l
。

8

1Q 1 7
。

9

3
。

6

5
。

4

5
.

5 2 16

4
。

9 1 2 1

6
.

2 4 2 7

1 0
.

7 0 9 8

4
.

8 15 8

3
。

8 6 5 8

6
.

5 5连 2

16
。

3 10 9

5
。

17 0 3

4
.

9 12 1

…
........ .....

1
几

les
...

衰 3 多维信息分析 E EG各指标结果

指 标
接触组 ( 1扭 3人 )

例数 %

对照组 ( SG人 )

例数 %

义 2 P

8
。

9 < 0
.

0 5

ōùùùùōùùùùù
自

5
。

4

发

低频 高宽

e 高功率

a 频移

赘 峰

脉冲响应

直方图

低频高宽

O 高功率

a 频移

赘 峰

脉冲响应

直 方图

2 1
。

3 1

2 0
。

2 2

10
。

3 8

9
。

2 9

6
。

0 1

2
。

1 9

19
。

13

2 0
.

7 7

14
。

2 1

7
。

10

2
。

1 9

1
。

6 4

1
。

8

1 0
.

7

8
。

9

8
。

9

3
。

6

3
。

6

3
。

6

4
.

3 7 7 5

6
.

7 9 3 4

4
。

13 2 7

0
.

ICOO

C
.

5 8 4 3

1
。

2 4 5 7

4
.

5 07 3

4
.

0 7 2 5

4
.

3 4 4 7

0
.

9 0 9 5

0
.

3 35 0

弓
.

0 1 2 2

393719n1743538邪1343

诱发

2
.

3 采用电子计算机对两组 E E G 进行多维信息分

析 接触组的功率潜低频高宽
、

口高功率
、 a频移较对

照 组有明显差异 (见表 3 )
。

2
.

4 体格检查 接触组的症状阳性率明显高于 对 照

组 ( P < 。
.

05 )
,

主要表现在头痛
、

头晕
、

乏力
、

睡眠障

碍
、

记忆力减退
、

恶心
、

食欲不振
、

中腹隐痛
、

膝关

节痛等
。

2
.

5 各指标间的相关 从表 奥可见
,

异常E E G 与尿铅
、

症状阳性率
、

空气铅浓度问均有显著的相关性
,

而与

工龄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

表 4 异常 E E G与尿铅
、

症状阳性率
、

工龄
,

空气铅浓度的关系

尿 铅
( 拼m o l )

症 状阳性率
( % )

工 龄
(年 )

空 气铅浓度
( m g / lrI 扭 )

3 讨论

从 1 83 例 E E G 改变分析中可看出
,
大多是由于脑

功能失调而引起
。

说明在铅的影响下
,

大脑皮层兴奋

和抑制过程间的正常关系可发生紊乱
。

常常引起脑功

能失调
,

致神经功能紊乱
,

临床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

异常 E E G 0
.

7 0 2: △ 0
.

2 2 5右八 0
.

1 3 6 5 0
.

16峨2`

尿 铅 o
.

1 7 s C△ 0
.

1 1 95 0
.

1冷6 5△

症状阳性率 。
.

了4 7 2△ 。
.

2。叱 △仓

工龄 0
.

0 8 9 4

R o
.

0 5 ( 1 85 ) = 0
.

2 3 8 ` P ( 0
.

0 5 R o
.

0 1 ( z s a ) = 0
.

25 1

吞吞 P < 0
.

0 1

征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

E E G改变可归纳为
:

调节
、

调幅差
, a 活动不规则

,
波幅偏低

, a 节律左右对称不

良
, 口活动及 月活动均增高

。

这可能是铅使神经细胞

活动受到干扰和破坏 , 神经细胞放电不同步
,

神经细

胞之间活动不协调而致
。

相关分析也显示异常 E E G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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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铅
、

症状
、

空气中铅浓度之间有显著的 统 计 学 关

联
,
说明接触铅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性改变

。

1 83 例铅接触工 人 E E G 用 电 了
·

计算机进行多维信

息分析指际
,

_

!红卜要丧现 亡功率诺的低频高宽和 0高

功率
,

其次是 发现在 a 波频移
。

这与铅对常规目测 E E G

的影响基本 致
。

应用多维信息分析诊断阳性率均明

显高于目测诊断 l科性率
,
而 且信息多

,

指标客观
,

可汁

量
、

易分辨
。

这个事实说明 了多维信息分折E E G
,

可

比较灵敏地反映大脑功能的损害
,
可 以补充临床 ! 1测

常规 E E G 检查 之不足
,
因而达 到旱期诊断脑功能 不

良的效果
。

( 本工作承陈琴珠
、

李 占国
、

尤 庆 伟
、

术 秀 丽
、

孙
J

奋

强
、

毛洁
、

王 宏 了等同志 支持
,

致琳
。

)

航空发动机试车工左心室功能的观察与初步分析

沈阳二四五医院 ( 11 0 0 4 2) 梁
一

介群 李士 华

为探讨航空发动机试车噪声对工 人心脏功能的影

晌
,
作者应用超声心动图对试车工左心室收缩功能的

有关指标做了测址
,
并以不接触噪声 的同龄健康人作

为对照
,
其结果报道如下

。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现场噪声测定按 《 工业企业噪声检测规范》 规定

的方法进行
。

测试仪器为丹麦 B & K 公司 2 2 0 3型精密

声级计
。

仪器用前进行校准
。

左心宝功能检查采 用 S S D 一
72 0型超声仪

。

仪器具

有停侦
、

ZD 与 M 型超声
、

心 电图 I 导联 同步 显 J毛功

能
,
叽械式探头

,
扇扫频率为 3

.

S M H
。

观察组为噪声接触 10 一 25 年的试车工
,
平均接触

工龄 18 年
,
年龄 20 一 50 岁

,
平均年龄 3 9

.

5岁
。

对照组为按年龄组配对 的不 接触噪 声和 其它毒害

的机械加工工人
。

两组人员各 50 名
,

均为男性
,
均经内科常规

、

临

床 E K G
、

X 线检杏
,
排除典明心功能疾患

。

左心
仁
找功 能检卉按常规 方法进 行

。

受检择仰卧或

左侧 3 0
”

卧位
,
采 f }{按

r

r e i C ll h o l z 计算 公式微机化 l为

L V 程丫
,

M吧测 录 / ,

三几找功能参效
。

仪 器直接撇
, J价 }}

测量结 果
。

记录左空舒张 末期内径 ` E D D )
、

收缩 术期

内径 ( E S D )
、

左 气〔舒张 长! IJJ容积 ( E D V )
、

收缩末期容

积 ( E S V 少
、

心博吐
、

.

S V )
、

射血分位 ( E F )
、

缩短分数

任
’

S ) 及心率 ( J正R )
。

2 调查结果

2
.

1 现场噪声水平 试车台包括操纵间 和发动 机 台

架间两部分
。

两部分 之间设
一

仃现察窗和通道 门
。

班 工作

时问为 6 小时
。

噪声暴苏卜,J间为 3小时
,

偶尔达
一

! 小

时至 5 小时
。

试车过程
`! , ,

部分
_

〔 人要 在开 低转速时

进入试车问调整排故
。

通 道门关闭状 的噪 声强度及频

谱如表 1
、

表 2 ,
如开启通 道门洲试

,
噪 声强度约增

高 l o d B ( A )
。

表 1 噪 声测定结果

l 型 发 动机 l 型发动机

d B ( A )范圈 等效连续 A声级 d B ( A ) 范围 等效连续入声 l
_

乏

}飞一I

nll

1口7一内

1
’

O

9 6 . 1 0 3~ 7 4 10 3 .

车纵操试

* 为加入进试车间排故 的接触 水
3
厂

从表 1
、

表 2 可见
,
两种发动机试车噪声均属 以

低 tI, 频为主的
一

l卜稳态噪声
,
强度均超过 《工业企业

嵘 声卫生标准》 之规定
,
尤其是工人在试车间调整排

故时
,
暴露水平高达 1 1 4

、
1 1 9 d B ( A )

。

2
.

2 左心室功能参数 左 心室功能各有关指标 测 得

参数
,
经统日学分析列于表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