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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

斑贴试验胶带的临床研究与应用
*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上海卫生材料厂

医用橡皮膏对皮肤的不良反应不但增加了以其作

为固定敷料用的广大伤病员的痛苦
,

而且影响并限制

了用来协助接触性皮炎与光敏性皮炎病因诊断以及预

测新化李物质对皮肤致敏作用的斑贴试验技术的推广

与应用
。

为此
,
上海卫生材料厂与上海市务动卫生职

业病防治研究所共同研制了斑贴试验胶带
。

本文研究

了斑贴试验胶带对皮肤的刺微与致敏作用及其临床应

用情况
,

并以医用橡皮膏作了对照
,

兹报道如下
。

材 料

斑贴试验胶带
:
由乳液型聚丙烯酸醋压敏胶带配

合聚乙烯药室与滤纸组成
。

前者由乳液型桑丙啼酸醋

压敏胶以经编无光泽醋酸纤维为基材均匀涂布而成
。

聚乙烯药室为内径 o
.

s
cm

、

外径 1
.

I
cm 的扁形有边 圆

盘
。

滤纸直径与聚乙烯药室内径相仿
。

斑贴试验胶带规格有两种
:

一种是长13 cm
、

宽 6
姗

的般带
,

其上欢行排列药室
,

每行 。 只
,

药室的纵向

间距为 I c m
、

横向间距为 1
.

2c m ; 另一种是长“ cm
、

宽 4

cm 的胶带
,

其上单行排列 5 只药室
,

药室的间距

为 2亡m
。

医用橡皮膏
:
市售

,

由上海卫生材料厂生产
。

对

夏宝风 汪森榕 杨瑞曦

朱亚萍 吴霞玲

照用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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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结果

1
。

家兔D r ia eZ 刺激试验

以 6只雄性白毛家兔为实验对象
,

体 重 2 2 5。~

35 。昭
,

~

单只饲养
,

喂标准化颗粒饲料
。

受试物 在 去

毛的正常皮肤与人为损伤的皮肤上闭合斑贴24 小时
。

于受试的 24
、

72 小时观察皮肤反应
,

按评判 标谁 评

分
。

结果
:

乳液型聚丙烯酸醋压敏胶带的原发刺激指

数为。
.

4 2
,

医用橡皮膏的原发刺激指数为.2 7 5
。

2
。

人体皮肤刺激试验

以年龄为33 一 5 2岁的 12 名健康志愿者为 实 验 对

象
,

男女各半
。

参照 lK ig m an 推荐的连续敷贴法进行

观察
。

受试物直径 Z
cm

,

每日一 次正确地重复敷贴在

下背部同一部位
,

连续功 日
。

一旦出现红斑
,

毋须继

续敷贴 ; 对刺激性弱的受试物
,

为达到 50 %样本出现

反应
,

受试夫数延长到劝日
,

结果见表 1
。

通过加权回

归方程计算出乳掖型聚丙烯酸醋庄敏胶带与赃用橡皮

膏的 IT
5 。 (即估计要使 50 %受试者对本品发生皮肤

`

阂刺激反应所需连续闭合敷贴的天数 ) 分别为 489
、
02

天与 4
.

2 4天
。

表 1 12 名志愿者对乳液型聚丙烯酸醋压敏胶带与医甩橡皮膏的时间
一
反应数据

实验天数

乳液型聚丙烯

酸酷压敏胶带

医用橡皮胶

2 3 4 5 6 7 8 9 I Q 1 1 12 1 3 1 4 1 5 1 6 17 1 8 1 9 2 。

, . . . . 口. . . . 口. . 口 . 网

1 9 2 0

0 0 1 1

2 2 2 2 3 8 10 12

积数累应反例

3
。

人体皮肤过敏试验
对 3了已例年龄为珑沁59 岁的健康念怠着 (男性 1。6

例
,

女性 2 67hg)J 作宁窦诱导与激发两个抚段的几种
皮肤过敏试验

,

其中 27 5例以医用橡皮 膏 作了对照
。

结果见表 2
、
3

。

不少志愿毛昔反复敷贴医用橡皮膏后
,

继

发色素沉着
,

喃恤发色瓢遣
。

` 临床与现场应用试验

按常规斑试方法
,

以斑贴试验胶带及医用像皮膏

分前对n s例及此。例变应性接触性皮炎患者或变应原

接触者作了 2` 、 48 小时的闭合斑贴试验
。

斑试物品和
繁多

,

计有纺织品
、

橡胶制品
、

防老剂
、

促进剂
、

犷

物油
、

化学卷发水
、

合成树脂
、

塑料
.

、

饮料
、 ~

电镀液

组份等数十种
。

使用斑贴试验胶带时
,

以凡土林为基

质的班试物直接平涂在药室内
,

液态斑试物滴在琐先

置于药室内
、

直径接近药室内径的滤纸上
,

对橡胶
、

纺织
一

品奥孤试物则可移除药室后直接置于胶带上
,

结

果
,

斑贴试验胶带能满意地激发当限性斑
’

试反 应
,

n s例中“ 例(60 % )对斑试物出现红斑
、

丘疹或水 疮

性帕性反应
,

所激发出的阳性斑试物友应 数 达 19 9只

之多
。 `

即使一片斑贴试验带上同时出现多 个
,

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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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皮肤过敏试验方法及其结果
. . . ., . . . . . . 目. , . ,

阳 性 反 应 例 数
皮肤过敏试验方法 受试例数

阳 性 反 应 例 数

聚 乙烯药室 乳液型聚丙烯
酸醋压敏胶 带

医用橡皮膏

n甘n址00n
.

八én甘
00

勃以淞5147缸弱31S c h w a r招 一
扭 c k aP t C h T e s七

( H u m a n )

R e
eP

a t e d 工n s u l七 P a t e h T e s t

( n u l n a n )

H u m a n M a x im i z a 七i o n T e s七

2 周后
诱 导 5 次 ( 6h /次) 一一一 ) 激发 4 8h

6

2

(未作 )

(宋作 )

1 0天后

诱 导 5 次 (貂可次 )一一今激发拐五

表 3 乳液型康丙烯酸角庄敏胶带与医用

橡发膏对人体皮肤过敏反应率的 比较

受试 物 受试例数 阳性反应例数 (% ) P

乳液型 聚丙烯

酸醋压敏胶带

医用橡皮膏

3 7 3

2 7 5

1 (0
.

2 7)

< Q O口5

3 6 ( 13
.

0 9 )

了~ 8个阳性反应
,

一般仍能清晰地识别
。

斑贴试验胶带对皮肤不良反应极微弱
,

与医用橡

皮臀柑比校
,

有极显奢差异 (表 4)
。

表 4 两种斑试材料刘
`

皮肤不 良反应的比较

斑试材料 受试例数
皮肤不 良反 。

.书少 ` ,了 , 眨 r z n 沪 、 上

2叹 岁巧驾( 气为 2

纂鬓纂
`

鬓最鳖纂霭、
酸酿压敏胶带

医用橡皮膏 (对照组 )

0 ( 0 )

1 (0
.

87 ) *

< 0
.

0 0 5

< 0
.

0 0 5

8 5 ( 53
.

8 0 ) * *

* 仅表 观为皮肤过敏反应

材其 中过敏反应” 例( 37
`

跳% ),徽激反应 2 6例 ( 16
.

弱% )
.

讨 论

斑贴斌验胶带系一专供皮肤斑贴试验— 适用于

职业性与非职 j业性接触性皮炎
、

光敏性皮炎的病因诊

断
,

议及预侧新化学物质对人体皮肤致敏率— 用的

特殊胶带
,

一般由胶带
、

铝箔
、

滤纸 (或无纺布 )
,

或胶带
、

招质或塑料小室组成
。

理想的斑试带具有使

用方便
、

粘着牢固又易去除
、

对皮肤无刺激无致敏
,

以及可对较多数目的变应原同时进行试验等优点
,

而

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
。

我国迄今尚无符合基本要求的斑贴试验 胶 带
一

间

世
,

关键主要在于没有合适的胶粘剂
。

国内沿用的橡

皮膏系橡胶型医用胶带
,

是以橡胶为原半l
,

加入多种

配合剂及溶剂制成胶浆涂布而成
。

在长期使 用 过 程

中
,

发现该品对皮肤有一定刺激性与过敏性 (表 约
,

其不透湿性还可导致皮肤角层软化
,

提高皮肤PH 值
,

易于继发湿疹与感染
。

这些不仅增加了使用 者 的 痛

苦
,

还在相当程度
_

L影响了皮肤斑贴试验的进行及对

其结果的观察
。

一般认为医用橡皮膏的致病因素与其内所含松香

等添加剂或天然橡胶等成份有关
。

随着高分子化学的

迅速发展
,

国外自60 年代起逐步采用合成树脂
,

最常

见的为各种丙烯酸树脂
,

代替天然橡胶生产橡皮膏
。

其主要特点是可 以避免使用医用橡皮膏中必须采用的

增粘剂
、

防老剂与填料
,

从而解除松香等物对皮肤的

不 良反应
。

因此聚丙烯酸醋压敏胶带已成为国际上 7 0

年代新型压敏胶品种
。

临床研究与应用资料表明本斑贴试验胶带具有下

列特点
:

1
.

本斑贴试验胶带的主要组成成份乳液型聚丙

烯酸醋压敏胶带是一对皮肤无刺激的 (刺激指数 .0 42
,

1T
。 。 48 9天 ) 弱致敏物 (皮肤致敏率。 .

27 % ), 而国内

沿用 已久的医用橡皮膏则具中度刺激 (刺激指数 2
.

75
,

1T
。 。 读

.

24 天 ) 与轻度致敏性 (皮肤致敏率 13
.

09 % )
,

两者差异极为显著 (表 3 ) ,

且已在临床与现场实际

使用资料中得到验证 (表 4 )
。

另一组成成份聚 乙烯

药室对皮肤也不具刺激与致敏作用 (表 2
、

3)
。

因此

就安全性评价而言
,

斑贴试验胶带可供人体皮肤安全

使用
。

2
.

临床实践表明
,

凡胶浆涂布均匀的乳液型聚

丙烯酸酷压敏胶带对皮肤粘着性能良好
,

一般都能持

续粘贴48 小时以上
,

且易于剥离
,

从而保证了斑贴试验

所要求的皮肤与斑试物的有效接触时间
。

缺点是盛夏

期间或劳动强度过大时出现的多汗
,

以及胶带存放时

间过长
,

粘性可能减弱 ; 剥离时有时可能出现拉丝现

象
,

有待改进
。

_

3
.

临床与规场资料表明
,

应用斑贴试验胶带进

行常规斑试的11 5例中
,

高达 60%的受试者对斑 试 物
「

呈现轻中度阳性反应
, 一

所激发出的阳性斑试只数多达

巧1558
,1ù1

1
土

压.,产é



1 99只
。

这证实本斑贴试验胶带中的药室容积与滤 纸

所能沾湿的试液量足以能激发出阳性反应
。

4
.

药室之间的距离为 1~ 1. 2 cm
,

这与我 国 目

前采用纱布
、

不透水纸及 医用橡皮膏所做斑试要求斑

试物间相距 c3 m 以
.

仁相 比明显缩短
`

但由于乳液型聚

丙烯酸醋压敏胶带副反应发生率十分低
,

故而如此小

的间距通常并不影响对斑试结果的观察
。

1 15 例 临床

与现场使用结果表明
,

即使在 13 x 6

cln 胶带范围内阳

性反应数多达 7 ~ 8只
,

也仍能清楚地予以鉴别
,

且

能判定其反应强度
。

只在反应直径超越受试物直径一

倍以
.

上时
,

才见反应扩展到邻近受试区
,

然而这样强

烈的阳性反应毕竟较为少见
。

有鉴于此
,

应用斑贴试

验胶带能在有效面积内大大增加受试物数目
,

有利 于

确定变应原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1年第 4 卷第 3 期

5
.

斑贴试验胶带携带方便
、

用法简便
,

省却了

医务人员大量人力
、

物力与时间
。

不仅适用于临床
,

为职业性与非职业性接触性皮炎
、

光敏性皮炎患者找

出致敏原
,

更适用于新化学物质对皮肤不 良反应的群

体预测试验
。

6
.

溶剂型聚丙烯酸醋压敏胶带的粘着性能优于

乳液型
,

但其刺激指数 (1
.

0) 与皮肤致敏率 (0
.

85 % )

高于乳液型
,

因此从安全性评价角度看
,

溶剂型聚丙

烯酸酷压敏胶带略逊于乳液型
乃

综上所述
,

本斑贴试验胶带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

安全性与实用性
,

可广泛用于临床与实验研究
,

以减

少使用者因医用橡皮膏所致皮肤反应而遭受的痛苦
,

提高临床诊断水平
,

并有助于预侧新化学物对皮肤不

良反应研究工作的开展
。

B型超声在T N T 肝损害诊断中的应用

机械电子工业部工 业卫生研究所 冯养正 张慧敏

职业性慢性三硝基甲苯 (T N )T 肝损害的诊断
,

一直存在很 多难题
。

我们用 B 型超声在此方面进行了

探索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一
、

检查对象 部属工人T N T 接触组57 9人 (男

4 81 人
,

女 9S 人 )
,

年龄 18 ~ 56 岁
,

平均 37 岁
,

接 触

T N T 工龄 1 一 35 年
,

平均 1 2
.

5年
,

其中 3 一 20 年 工

龄者占 71 %
。

依国家诊断标准将其分为中毒组
、

观察

对象组
、

临检正常组
。

并选该厂不接触 T N T 18 4人为

对照组
,

其中男 13 2人
,

女 52 人
,

年龄 18 一 64 岁
, _

平

均 3 3岁
。

二
、

仪器 日本 S D L 一 30 型实时线阵扫描仪
,

探

头频率 3
.

SM H Z, 13 5相机摄片记录
。

三
、

体格与化验检查 依 1 9 8 2年国家诊断标准为

基本规范
。

对触诊肝大者由两名主治医师共同判定
。

并测身高
、

体重
,

按公式计算体表面积
,

仰卧位于剑

突水平测胸宽
、
胸厚及胸围

。

四
、

B 型超声检查

1
.

常规观察肝
、

脾轮廓形态
,

肝缘角度
,

内部

何声
,

管道系统的粗细
、

分布
。

2
.

体表投影法
:

肝上界以右锁骨中线探头下缘

探及为准 , 肝下缘测锁骨中线肋缘至肝下缘间垂直距

离 ; 肝上下径测锁骨中线肝上界至肝下缘间距离 ; 把

探头分别于右锁骨中线肋缘和剑突尖垂直
,

测肋缘下

和剑突下肝上下径
,

并采取平静吸气末
、

深吸气末即

临床触肝时嘱被检查者进行缓慢而自然的腹式深呼吸

动作和最大深吸气末即嘱被检查者进行最大腹式深呼

吸动作分别作以记录
。

3
.

切面各径线测量
:

参照肝脏超声显象探测方

法进行
。

右叶前后径为锁中线纵切
,

量肝前面至 下腔

静脉纵断面间最大距离
。

为消除不同操作者带来的技术误差
,

超声检查均

由 1人担任
。

统计分析用微机处理
。

结 果

一
、

各组肝脏轮廓形态
、

肝缘角度
、

门静脉宽度

异常检出率差异无显著性
。

肝区前2 / 3光点密集增粗
、

亮度增强
、

后段光点稀琉甚至无光点
,

伴有肝内血管

减少变细类似脂肪肝回声的检出率
,

中毒组显著高于

其它各组
,

观察对象组显著高于临检正常 组 (见 表

1 )
。

表 1 各肝实质类似脂肪肝回声检出结果

组 别 受检例数

中毒组① 12 5

观察对象组② 1 66

临检正常组③ 2 88

对照组④ 1 84

类似脂 肪肝
回声例数

连1

15

8

8

检出率 (% )

3 2
.

80

9
.

0 4

2
.

7 8

4
.

3弓

①与⑧
、

③
、

④比较 P < 。
.

01 ②与③比较 P < 0
.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