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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神经感觉传导速度
,

远端感觉潜伏期
,

还有 O例侧

定了拇短展肌及小指外展肌的肌电变化
。

所得神经传

导速度结果超过 80 例正常对照组均值 士 2 个标准差为

异常
。

2 结果

托例铭中毒患者 3 年后随访
,

一般情况较中毒时

均有改善
,

全部病例胃肠道症状均消失
,

食欲恢复正

常 , 部分病例体力已恢复正常
.

能从事正常的生产劳

动
,

多数病例仍感双 下肢乏力
,

少数患者仍有不同程

度下肢疼痛 , 脱发病例 3 个月内毛发全部长出
,

有的

病例新生毛发较病前乌黑
。

眼底检查除 1 例左 眼视神经乳头附近有陈旧性黄

白色渗出外
,

其余未见明显异常
。

神经肌电图检查发现 5 例 l 条神经传 导 速 度 减

慢
, 4 例 2 条神经传导速度减慢 , 2 例神经传导速度

减慢伴肌电异常 , 3 例单纯肌电异常
。

肌电异常表现

为多向电位增多
,

安静时肌肉出现纤颤电位或大力收

缩时呈单纯相
。

神经传导速度异常多见于胫后神经
,

其次是膝肠神经及胖总神经
,

上肢神经很少受累
。

根

据
_

卜述结果
,

确定 5 例为神经源性损害
,

8 例可疑神

经源性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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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铭中毒患者 3 年后随访
,

仍有25 例 ( 5 9
.

5 % )

有与铭中毒有关的症状和体征方面的异常
,

均为神经

精神方面的异常
,

主要表现为头痛
、

头 昏
、

周围神经

病
、

反射异常和视力减退
。

本组病例3 8
.

1 %在中毒 3年

后仍有下胶沉重
,

乏力
,

疼痛
,

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
、

生活
。

可见蛇中毒对患者的劳动能力有较持久的影响
。

本组病例 13 例 ( 30 % )视力减退
,

个别严重者视力

降至 0
.

0 1
,

眼底检查除 1例 1 眼出现陈旧性渗出病灶

外
,

无视神经萎缩
、

视网膜炎和视网膜色 素
_

L 皮 病

变
。

可能与本组病例摄入剂 t 较低
,

且未发生反复中

毒有关
。

本组病例视力减退者
,

中毒 3 年后
,

视力改

兽不明显
,

可能与治疗不及时
,

措施不力有关
。

托例蛇中毒患者
,

3 年后神经肌电图检查
,

13 例

(即% ) 有神经源性损害或可疑神经源损害
,

多见于

胫后神经
,

其次是排肠神经及膝总神经
,

上肚较少受

累
,

有人对急性沱中毒患者进行了神经传 导 速 度 测

定
,

结果表明急性铭中毒早期快纤维传导速度显著减

少
,

随着中毒的恢复而恢复 ; 慢纤维较少受影响
。

神

经肌电图改变在铭 中毒诊断及预后判断中的价值值得

进一步研究
。

6 0 0 0例汽车驾驶员心电图观察分析

哈尔滨市职业病防治院 ( 1 5 0 0 8 0 ) 岁维 张琳 吴树岭 陈晶

汽车驾驶员长期受物理
、

化学 以及精神等因素的

影响
,

引起心血管系统不同程度的损害
。

为进一 步掌

握驾驶员的健康情况
,

现将 6。。 o例驾驶员及 2 0 5。例正

常人群心 电图检查结果分析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选用 1 9 8 8年 5 ~ 9月份驾驶员体检资料
,

用整群随

机抽样的方法
,

抽取 6 0 0。例完整资料进行分析
。

并选

择同性别
、

同年龄组非汽车驶驾员的正常人群2 d5。人

作对照组
。

受检者取平卧位
,

使用 日本光电株式会社

产 6 1 51 型心 电机
,

描 记安静状态下常规九个导联心 电

图
。

由专人负贵
,

按心 电图诊断程序逐一分析
。

1 人

多次改变时按 1人计算
,

井按不 同年龄
、

驾车龄
、

车

型分组 比较
.

2 给果与分析

公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心 电图的异常改变 见表 1
。

表 l 可见
,

观察组与对照组 比 较 总 的 户 值为

1 1 8
.

2 , P < 0
.

0 1
。

2
.

2 年龄与异常心 电图的关系

汽车驾驶员从 20 岁起
,

每增5年为
1

组段
,

进行异

常心 电图 比较
,

经 x, 检验 P < 0
.

01
,

有极显著差异
.

S T一 T 改变
、

早博
、

其他各项
,

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
;
窦不齐

、

窦缓小于 25 岁者发生率高
。

窦不齐经相

关检验呈中度相关犷 = 。 .

57
,

年龄越小其发生率越高
。

2
.

3 驾车龄与异常心 电图的关系 见表 o2

经 沪 检验 P < 。 .

01
。

有极显著差 异
。

S T一T 改

变
、

早博
、

低电压
、

其他各项均随驾车龄的增长而升

高
。

窦不齐小于 10 年驾驶车龄者发生率高
。

2
.

4 不同车型驾驶员与异常心 电图的关系

大
、

中
、

小货车
,

大客车
,

面包车
,

吉普车
,

轿

车
,

微型车八种车型汽车驾驶员
,

分别进行异常心 电

图 比较
,

各车喇汽车驾独员的异常心 电图有显著差异
。

大货车驾驶员异常心 电图率 2 4
.

6 %
,

轿车为 20
.

1 %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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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观家组与对照组异常心 电图改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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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驾车龄与异常心电图的关系

枪查

人数

窦不齐 窦 缓 右不全 S T一 T 窦 速 早 搏 低 电压 其 他 合 宝l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工龄

< 5

5 ~

1 0~

1 5 ~

2 0~

2 5 ~

合王.I

1 18 5
.

3 0

5 7 6
。

4 2

8 6 3
_

7 3

2 9

1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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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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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2
.

4 8

3
`

2 7

6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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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4
.

7 3

3 4 2
.

4 7 2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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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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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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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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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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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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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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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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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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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4 0
.

4 5

1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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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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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0 3

3 9 0
.

65

6 0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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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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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

5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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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0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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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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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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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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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高于其他乍型
。

2
.

5 吸烟与不吸咽
、

饮酒与不饮酒的汽车驾驶员
,

分

别进行异常心 电图比较
,

其% 比较分 别 为 5 4
.

1 %
、

45
`

8 %
、

29
.

2 %
、

7 0
.

7 %
,

经统计学处理
,

P > 0
.

05
,

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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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

1 本次调查异常心 电图改变低于国内报道
。

本文调

崔 6。。 O名汽车驾驶员异常心 电图改变者 9 37 例
,

占受检

人致的 1 5
.

6 %
。

心律失常占异常心电的 82
.

39 %
.

异常

心 电以亥性心动过缓
、

窦性心 律不齐
、

不完全性右束

核传导阻滞
、

S T一 T 改变为主
.

与非汽车驾驶员而且

无毒作业 人员 比较
,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 .

01
。

3
.

2 驾驶员的心血管系统受损的因素是多方面 造 成

的
。

名
.

2
.

1 精神因素
。

心脏的活动受植物神经系统 的影

响
。

窦性心律失常是迷走神经张力过低 (引起窦速 )
、

过高 (宾缓 ) 或张力变动的结果 (宾不齐)
。

驾驶员

长期心理情绪紧张和注意力高度集中
,

文通密度大
、

噪点
、

振动
、

工作和生活产生的矛盾等都可能使神经

系统过于紧张
,

而影响植物神经功能
,

导致心血管系

统的改变
。

本次调查
,

不同车型司机的 异常 心 电 比

较
,

P < 0
.

01
。

大货
、

轿车司机的异常心 电极显 若高

于其他车型的司机
。

笔者认为
,

大货车的司机多执行

长途运输
,

而且车体本身的噪声
、

振动又较强
,

轿车

多为领 导用车和出租车
,

连续驾驶操作时间较 长
, _

巨

工作单调
,

影响饮食
、

休息和睡眠而造成精神上 体力

上的疲劳
。

久之易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调夜 中发

现
,

年龄越小驾车龄越短而窦不齐发
产

}仁率反而增高
,

我们认为
,

这与他们的工作量较大或生理方面 的因素

有关
。

3
.

2
.

2 物理因素
。

汽车司机同时受车内
、

外噪
,打的影

响
。

在噪声的作用下
,

植物神经调节功能发生变化
,

表现出心率加快或减慢
。

有研究报道
,

心 电图 S T 段

及T 波的异常变化增高
,

呈缺血型变化趋势
。

长期噪声

攀露会引起驾驶员的一 系列生理变化
。

出现神经衰弱

症侯群
,

心率加快等
。

关于全身振动对人体心 电图的

影响
,

主要表现为窦性心律不齐等
,

是否是全身振动

长期作用于人体
,

使接振者心血管受到一定的影响
,

有待探讨
。

本次调查
,

大货车驾驶员异常心 电发生率

高
,

而心 电图 的改变又与年龄
、

驾车龄成正比关系
,

说明驾驶员的心血管系统改变与噪声
、

振动有关
.

与

国内外报道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