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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对 140 名铅作业工 人神经系统检查和神经肌电图检查
,

发现 虽临床上周 围神经病表现

不明显
,

但神经肌电 图检查 已发现神经传导速度减慢
,

末端潜伏期延长
,

且末端潜伏期的异常率显著

高于传导速度异常率
;
肌电图改变符合神经源性损害

。

提示当前生产条件下铅作业工人存在着亚临床

周 围神经病的证据
,

其损害特点符合远端型轴索病
。

关锐词 铅 周围神经病 神经肌电图

神经肌 电图检查是诊断周 围神经病损的既 间滚动神经传导速度 ( M C V ) 和感觉神经传导

客观且敏感的指标之一
。

据报道
,

不仅在铅中 速度 s( C V )
,

同时准确记录其末端潜伏期 ,

毒性周 围神经病患者中可见明确的神经源性损 ( 2 ) 右侧拇展短肌
、

小指展肌和伸指总肌的

害
,

而且在无明显神经系统症状的铅接触工人 肌电变化
,

包括安静放松时有无自发电位
,

小

中也可见神经肌 电图的改变
` ’ 一 ” 。

过去这方面 力收缩时运动单位电位 (M U P ) 时限
、

波幅及

的报道多注重于对神经干传导速度 ( N C V ) 的 具有五相或五相以上的多相电位数
,

大力收缩

研究
,

而对末端潜伏期 ( D )L 的结果分析较少
。

时的波型和波幅
。

为了进一步研究职业性铅接触所致的神经系统

损害及其作用机制
,

本文对 1 40 名铅接触工人 2 结果

进行了神经肌电图检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2
.

1 临床表现

140 名铅作业工人的主要症状和体征见衰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选两个铅熔炼厂共 14 0名铅作

业工人为接触组
,

其中男性 1 36 名
,

年龄 20 ~

5 0岁
,

平均 4 0
.

9岁
,

工龄 1 ~ 32 年
,

平均 1 7
.

6

年
。

另选 7 7名和 54 名年龄与接触组相似的
、

无

任何毒物接触史的其他行业工人
、

农民分别作

N C V测定和肌 电图 ( EM G ) 检查的对照组
。

空

气铅浓度取有代表性区域定点采样
、

三次测定

结果之平均 值
,

为 0
.

0 40 ~ 4
.

5 00 m gm/
, ,

工种

间差别甚大
。

工人血铅 ( P b B ) 范围是 0
.

75 ~

4
.

1印m ol / L
,

均值 2
.

4 4户m of / L
。

1
.

2 检查方法 受检者均经较全面的临床 问

诊和体格检查
,

凡有病因明确 的周 围 神 经 疾

患
、

手及上肢外伤者和曾有药物中毒史者均不

作为本文调查对象
。

神经肌 电图检查用丹麦产

N e ur om at ic Z 0 0 0 C 型神经肌电图仪
。

室温

肠
。

C 以上
,

保持四肢皮温不低于 30 ℃
。

检查项

目包括
:

( 1 ) 右侧正中神经
、

尺神经肘一腕

1
。

其中
,

症状 以腹隐痛出现率最高
,

多诉上

腹部隐痛有时伴有恶心感
,

但较少因此而就诊

治疗
。

有 8 例曾出现脐周部绞痛伴恶心呕吐
,

在职工医院诊断为
“

铅绞痛
” ,

予 以驱铅治疗

和休息后好转
。

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出现率也

较高
,

表现为头昏
、

乏力和失眠等
。

周围神经

体征如肢端痛觉减退
、

跟键反射减退和膝反射

减退分别占12
.

7%
、

10
.

7%和 8
.

6%
,

未见健

反射消失和肌力减退及肌萎缩
。

2
.

1 对照组神经肌电图检查结果

由于神经肌电图结果不仅受实验方法和实

验室条件的影响
,

而且受被检者年龄的影响
,

正常人随年龄的增加
,

N C V 有所减慢而 D L

可有所延长
〔 ` ’幻 。

因此
,

本文分析对照组神经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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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4 0例铅作业工人症状和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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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状 人数 % 体 征 人数 %

放 隐 痛 4 834
.

2肢端痛觉减退 17 1 2
.

1

头 昏 44 31
.

4 跟健反射减退 1 510
.

7

乏 力 3 2 2 2
.

9 膝 反射减退 1 2 8
.

6

关节酸痛 1 21 5
.

0 手颤或睑颤 1 2 8
.

6

失 眠 1 2 8
.

6 高 血 压 1 0 7
.

1

多 梦 2 2 8
.

6

记 忆力减退 1 2 8
.

6

恶 心 1 2 8
.

6

四肢麻木 11 7
.

9

食欲不振 1 0 7
.

1

腹 纹 痛 8 5
.

7

电图各参数与年龄 的关系
,

发现正中神经的运

动末端潜伏期 ( D M L )
、

感 觉 末 端 潜 伏 期

(D S L )
、

运动传导速度 (M CV ) 和尺神经 D M L
、

D S L 与年龄有显著相关
,

回归方程如下
:

正中神经
:

D M L = 0
.

0 1 1 又 年龄 + 2
.

9 9 6 ( P < 0
.

0 2 )

D S L = 0
。
0 0 9 x 年龄 + 1

。
4 4 1 ( P < 0

.

0 5 )

M C V = 一 0
.

1 2 4 x 年龄 + 6 4
.

6 9 ( P < D
.

o s )

尺神经
:

D M L = 0
.

o o g x 年龄 + 1
.

9 50 ( P < 0
.

0 5 )

D S L = 0
.

0 0 6 x 年龄 + 1
.

4 04 ( P < 0
.

05 )

而正中神经 S C V和尺神经M C V
、

S C V 与年龄

相关不显著
,

可能 与本文检查例数较少有关
。

为此
,

在作接触组异常判 断 标 准 时
,

与 年

龄相关显著的参数
,

根据 y = a x 十 b
,

用 g 士

t
o

.
。 , ·

s 。
·
x

来算出 9 5% 的可信限
“ , . , ,

D L大于 9 5 %

可信上限和 N C V 小于 95 %可信下限者判为异

常
;
其他与年龄相关不显著的参数

,

D L 取大

于X + 2 5
、

N C V取小于 X 一 2 5判为异常
。

对照组

拇展短肌
、

小指展肌和伸指
.

急肌 E M G 测定结

果见表 2 ,

其中小力收缩 M U P 时限与年龄有

关
,

回归方程如下
:

拇展短肌 M U P时 限 = 0
.

0 3 0 x 年龄 + 6
.

9 2 5

P < 0
.

0 1

小指展肌M U P 时限 = 0
.

0 5 2 x 年龄 + 6
.

3 5 0

P < 0
.

0 0 1

伸指总肌 M I JP时限 = 0
.

o 3 4 x 年龄 十 7
.

2 30

P < 6
.

0 1

因此 M U P 时限的异常判断标准取大于 95 %可

信上限
。

其他如 M U P 多相电位取大于 15 % ;

大力收缩波型取单纯型为异常
。

由于 M U P 波

幅在个体 间变异较大
,

且其临床价值有限
,

不

作异常判断标准
。

表 2 健康对照组肌电图测定结果 (X 士 S
,

牡 = 5 4 )

运动单位 电位 大力收缩
自发 电位

时限 ( m s ) 波幅 (拌V ) 多相 电位 ( % ) 波塑评分 * 波幅 ( “ V )

拇展短肌

小指展肌

伸指总肌

8
.

1 2 士 0
.

9 1

8
.

4 0 士 0
。

87

8
。

5 7士 0
.

8 6

3 1 2
.

9 士 9 7
.

6

3 6 9
.

0 士 10 6
。

1

3 24
.

9 士 8 5
。

0

3
。

80 士 5
.

9 4

3
。

3 7 士 5
.

26

2
.

4 1 士 4
.

0 5

4
.

5 2 士 0
.

8 2

4
.

44 士 0
.

8 4

4
.

54 士 0
.

8 8

1
.

7 1 士 0
.

6 1

1
.

7 7 士 0
.

6 2

1
.

6 2 士 0
.

5 1

. 波型 评分 : 单纯型 = 1 ,

单混型 = 2 ,

混 合型 = 3 ,

混干型 = 4 ,

干扰 型 二 5

2
.

3 接触组神经肌 电图改变 表 3 铅接触组与对照组N C v 及 D L 结果比较

接触组 N C V 和 D L 与对照组相应参数比

较
,

经云检验
,

结果见表 3
。

所检各神经 D L均

较对照组显著延 长
,

正中神经 M C V
、

尺神经

S CV 较对 照组显著减慢
,

而正中神经 S C V
、

尺

神经M C V在两组间未见显著性差别
。

E M G结

果主要见小力收缩时 M U P 多相 电位数显著增

多
;
大力收缩波型较对照组显著改变 (该项评

分为等级资料
,

用秩和检验 )
,

意义在于 M U P

数目显著减少
;
而 M U P 时限

、

波幅在两组间

未见显著差异
。

恢触组
( 儿 = 14 0 )

对照 组
( n = 7 7 )

均数 标准差 均数 标准差

V<VAVV>V正中神经 D M L ( m s )

D S L ( m s )

M C V ( m / s )

S C V ( m / s )

尺 神 经 D M L ( m s )

D S L ( m s )

M C V ( m / s )

S C V ( m / s )

3
.

8 8 0
.

4 9 3
.

4 2 0
.

3 5

2
.

3 6 * 0
.

4 5 1
.

7 9 0
.

2 7

5 7
.

4 4
.

80 5 9
.

7 4
.

8 4

6 1
。

9 . 7
.

3 9 6 0
.

6 3 。 9 8

2
.

7 1 0
.

4 6 2
.

29 0
.

2 8

2
。

0 6 . 0
.

3 7 1
.

6 2 0 。
2 1

6 1
。

3 5
.

3 6 6 2
.

6 5
.

6 6

6 3
。

8 . 6 1
.

4 6 6
.

1 4
.

24

. n =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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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组N C V和 DL 异常率结果如表 4 所 例仅为单项参数异常
,

25 例为两项参数异常
,

示
,

可见 D L 异常率远较N C V 异常率高
,

其中 54 例有三项或三项以上的参数异常
。

而 N C V

正中神经 D sL 异常率高达 4 4
.

9%
,

提示 了末梢 具有一项或一项 以上参数异 常 者 仅 占 5 0 例

受累较神经干更为严重
。

在 1 40 例 中
,

至少有 ( 35
.

7% )
,

也提示神经末端受累较近端为重
。

一项参数异常者占1 07 例 ( 7 6
.

4 % )
,

其中 28 接触组 E M G 各参数异常情况如表 5 所示
,

表 4 神经传导速度和末端潜伏期的异常率

正 中 神 经 尺 神 经

D M L M C V D S L S C V D M L M C V D S L S〔: V

检查条数

异常 条数

14 0 14 0 1 27 1 27

4 5 14 5 7 3

1 4 0 14 0 1 2 5 1 2 5

4 0 11 4 3 1 5

% 3 2
.

1 10
.

0 4 4
.

9 2
.

4 2 8
.

6 7
.

9 3 4
.

4 1 2
.

0

被检拇展短肌
、

小指展肌和伸指总肌中
,

M U P 17
.

6 %
,

出现 自发电位者拇展短肌 8 例
,

小指

时限异常者分别占 9 %
、

邢
.

9% 和 邵
.

5%
,

展肌 4 例
,

大力收缩表现为单纯型者拇展短肌

多相电位异常增多分 别 为 1 8
.

7%
、

1 8
.

7%和 2 例
、

小指展肌 3 例
。

提示有神经源性损害的

表 5 接触组肌电图各参数异常分布

运 动单位 电位
检查部位 检查例数 自发 电位 大力收缩单纯型

拇展短肌

小指展肌

伸指总肌

1 3 4

1 3 4

34

8 ( 6
.

0% )

4 ( 3
.

0% )

0

时限异常

1 2 ( 9
.

0% )

3 2 ( 2 3
.

9% )

8 ( 2 3
.

5% )

多相电位异常

2 5 ( 1 8
.

7% )

2 5 ( 1 8
.

7 % )

4 ( 17
.

6 % )

2 ( 1
.

5 % )

3 ( 2
.

2% )

0

证据
。

若将工龄按 5 年 以下
、

5 ~ 24 年及 2 5年以

上分三组
,

经分析神经肌 电图各参数的异常情

况均与工龄长短无明显关系
。

3 讨论

铅是亲神经毒物
,

体 内蓄积到一定水平可

引起血
一
神经屏障损害

,

造成神经组织 病 损
。

许多作者认为在 临床周围神经病症状出现前
,

便可见 N C V改变
〔 , ” ’ ,

甚至发生在血红蛋白合成

受干扰之前
〔旧’ 。

虽然本组工人临床上周围神经

病表现不显著
,

但不 仅出现 了D L 延长和 N C V

减慢
,

而且 E M G 出现 自发电位
、

多相 电位增

多以及大力收缩时显示 M U P 数 目减少等
,

提

示了当前生产条件下
,

职业性铅接触工人存在

着亚临床周围神经病的证据
。

本文 结 果 还 见

D S L异常率较 D M L 高
,

提示在铅对周 围神经

损害的早期阶段
,

感觉神经可能较先受累
,

与

文献
〔 , ,

报道一致
。

神经肌电图改变是与其病理改 变 分 不 开

的
,

就 目前而言
,

大多数毒物所致周围神经病

是以轴索损害为主的
,

呈典型的中枢一周 围 性

远端型轴索病
。

铅对周围神经损害的作用机制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

动物实验表明
,

慢性铅中

毒神经病理主要表现为华勒氏变性
,

而有些作

者则观察到节段性脱髓鞘
,

且动物 的 种 属 不

同
,

其病理类型不同
,

如豚鼠和大鼠主要表现

为节段性脱髓鞘
,

而兔则主要表现为华勒氏变

性
〔 ” 川

。

有人用种属上接近人类 的沸沸复制铅

中毒 的模型
,

结果尽管动物发生了 中毒 性 脑

病
,

但周围神经既未见轴索变性
,

也未见节段

性脱髓鞘
〔
川

。

人类铅中毒周围神经病理资料较

少
,

从死于铅中毒 的尸体病理切片中可发现周

围神经 的轴索变性
,

但从未发现节 段 性 脱 髓

鞘
` ” 。

F ia sc 址等对铅作业工人作过神经活检
,

结果仅发现直径粗大的神经纤维数 量 明 显 减

少
` ” , 。

B u c ht ha l “ ”
等对铅接触 工人进行过排

肠神经 活检
,

结果仅发现郎飞 氏结处的神经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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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膜 (N o d a l m em br a n e )有轻微缺陷
。

本文的

结果显示
,

E M G 符合神经源性改变
,

同时有

神经末端受累较近端重的征象
,

因此
,

从电生

理角度认为铅对周围神经损害的作用机制符合

远端型轴索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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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覃 碱 中 毒 1 例 报 告

三冶职工 医院 ( 114 0 32) 谭福珍

患者女
,

39 岁
。

晚餐食鸡腿蘑大约 4 00 克
,

食后

7 小时左右出现恶心
,

频紧呕吐
,

大汗
,

呕吐物为黄

绿色粘液
。

继而腹痛腹泻
,

水 样 便 多 次
,

头昏
、

心

悸
,

逐渐视物不清
,

双下肢麻木感
。

查体
: T 3 6

.

7
o
C

,

P 7 2次 /分
,

R 2 2次 z分
,

B P 1 2 /

s k P a 。

精神萎靡不振
,

但神志清楚
,

间话能正 确 回

答
.

口唇轻度发组
,

无 呼吸困难
。

双瞳孔等大等圆
,

约 sm m
,

眼睑无水肿
,

结膜无充血
。

双肺呼吸音清
,

心音纯
,

律整
。

腹软
。

E C G提示窦性心动过缓
,

56 次

/分
,

Q一 T延长
。

化验
:

血 W B C 1 5
.

0 x 2 0 ,
/ L

,

血 K
+

3
.

7 5m m
o l/ L , 肝功检查 T T T 6

.

4 U
,

A L T 5 69U / L
-

尿W B C ( + ) ,

便 R B C ( + )
,

WB C ( + )
。

fl 诊以毒覃

孩中毒收入院
。

住院后经用 0
.

9 %生理盐水
、

10 %氯

化钾
、

阿托品
、

5 %碳酸氢钠
、

A l
,

P
、

C O A
、

氟美

松
、

V C
、

V B 6
、

肝酣等治疗
,

20 天痊愈出院
,

随访

无后遗症
。

讨论
:

鸡腿蘑属 覃类
,

含大量毒覃碱
,

而毒覃碱可

损害人体多个脏器
。

斑毒覃碱食后 1 一 6 小时发病
,

出现副交感神经兴奋症状
,

流涎多汗
、

呕吐腹泻
、

睦

孔缩小
、

呼吸困难
,

肺水肿
,

昏迷
,

呼吸麻痹
。

死帽

毒覃碱食后 6 ~ 30 小时出现胃肠症状
,

重症有黄疽
、

昏迷抽搐
,

出血
,

循环衰竭
。

马鞍覃酸食后 6 一 12 小

时有溶血现象
,

黄疽
,

肝大
,

贫血
,

血红蛋白尿
,

可

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
。

食用 100 克即可出现腹痛腹泻

等胃肠症状
;
如果食用 500 克以上抢救不及时 可致

命
,

故绝不应食野生有毒鲜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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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成立 PC C 的初步设想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

急性 中毒

事故时有发生
。

为进一步做好中毒防治工作
,

降低中毒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

并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
,

有必要

在我国尽快成立 P C C
。

首先可在全国职业病防治 中

心
、

七大地区职防中心和少数条件较好的市职防所内

承担起国家级和相应地区的各类急性中毒控制任务
,

一个单位两个牌子
。

将原有人员进行适当 分 工 和 培

训
,

并吸收急诊医学
、

临床药理学
、

信息和计算机专

业人员参加
。

原职业中毒临床应全面开放
,

诊治职业

.

2 5 6

和非职业中毒 , 原职业病报告和情报资料协作承担中

毒信息和咨询工作 , 原毒物分析室应增加药物分析和

监测
。

为全面担负起中毒控制的各项任务
,

职业病防

治机构必须与当地急救中心 或医院急诊科
、

药品和食

品检定部门等加强联系和协作
。

这样就可在投入适当

经费后
,

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国家级和地区性 P C C
。

根据美国和德国的经验
,

要顺利有效地开展 P C O

工作
,

必须有法规保证
、

政府赞同和公众支持
。

为尽

快建立我国 P C C
,

我们应做好宣传工作
,

与有关部门

一起
,

加速中毒控制的法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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