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各组脑电图波型及节律比较

基本波型

及节律

对照组

n %

接触组

n %
χ2 值 P值

α节律 42 91.3 46 69.7 7.52 <0.01

β节律 1 2.2 8 12.1 3.62 >0.05

慢波 1 2.2 2 3.0 0.08 >0.05

其他 2 4.3 10 15.2 3.31 >0.05

2.3　不同年龄段脑电图波幅测定结果

各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 >0.05)。

2.4　不同年龄段脑电图波率测定

各组均随年龄增长而波率逐渐减慢 , 组内组间无明显差

异 (P>0.05)。

2.5　各组脑电图结果

对照组异常率为 8.7%, 接触组异常率为 21.2%,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 可能与分析样本偏小有关。

2.6　接触组不同工龄脑电图测定结果

随工龄增加脑电图波幅呈上升趋势而波率逐渐减慢 , 经

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从表 2 可见接触工人随工龄增长脑电图异常率明显升高 ,

三组异常率分别为 6.67%, 17.65%和 41.18%, 各组差异有显

著意义 (P<0.05), 显示苯对接触工人的影响随接触工龄增

加而加重 , 主要表现为亚临床状态的边缘状态脑电图异常。

表 2　接触组不同工龄脑电图结果比较

工龄

(年)
n

脑　电　图　结　果

正常 边缘状态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5 15 14 1 0 0

～ 10 34 28 6 0 0

>10 17 10 5 1 1

3　讨论

　　波兰学者 Sinczuk Walczak H 等报道接触混合有机溶剂 (主

要含苯)的工人神经衰弱症状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在女性工

人中更为明显 , 脑电图检查结果显示存在明显的神经系统亚

临床改变[ 3] 。国内文献仅检索出孟凡瑾的报道[ 2] 。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 , 与对照组比较 , 长期苯接触工人脑

电图改变主要为基本波型与节律改变 , 随接触苯工龄增长 ,

脑电图异常率也明显升高 , 但主要表现为边缘状态脑电图 ,

即神经系统的亚临床改变 , 与国外学者报道相一致。 其作用

机制有待进一步的临床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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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报道 2例因接触甲醇蒸气致双目失明病例的临床

表现及治疗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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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自 1998年以来收治 2 例因做固体酒精而致亚急性甲

醇中毒 , 导致视神经损害最终失明的病例 , 现报告如下。

1　病例介绍

【例 1】女性 , 44 岁 , 病案号　9839634。因阵发性胸闷气

短5 天 , 于 1998 年 12月 19 日来我院就诊。该患于 1998 年 12

月 13～ 18日从事固体酒精加工工作 ,接触甲醇。工作车间小 ,

收稿日期:2001-12-03;修回日期;2002-01-29

作者简介:杨雯 (1967—), 女 , 主治医师 , 研究方向:眼外伤及

职业性眼病。

无通风设备 , 无个人防护用品。

入院后第1 天出现呼吸困难 , 视物不清 , 意识恍惚。 查

体:视力双眼指数/眼前 1 m , 结膜充血阴性 , 角膜透明 , 前

房Tyndall阴性 , 双眼瞳孔等大正圆 , 直径 4.0 mm , 对光反射

迟钝 , 晶状体及玻璃体无混浊 , 眼底大致正常。急查血气分

析:pH 6.79 , PaCO2 3.7 kPa , PaO2 3.9 kPa , 示代谢性酸中毒。

入院后第 2 天晚出现视力障碍。查体:双眼视力光感 (+),

瞳孔等大正圆 , 直径 4.0 mm , 光反射迟钝 , 双眼眼底视乳头

边缘不清 、 色黄 , 视网膜水肿 , 黄斑中心凹反射不清。指测

眼压 (Tn)10～ 21 mmHg。第 5 天双眼视力光感阴性 , 视乳头

边界不清 , 色黄白 , 沿双颞上支血管视网膜发白 , 黄斑区视

网膜水肿 , 中心凹反射不清。做视网膜诱发电位 (VEP)示双

眼视通路传导障碍。该患同时伴有四肢麻木 , 双膝腱反射消

失 , 病理反射阴性 , 双上肢肌力Ⅴ级 , 双下肢肌力Ⅳ级 , 肌

张力正常。头颅 CT检查可疑为脱髓鞘性脑白质病。

入院后给予纠正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 , 大量激素 、 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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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能量合剂 、 血管扩张剂等治疗。 经由诊断组诊断为职业

性甲醇中毒 , 视神经炎。

【例 2】男性 , 45 岁 , 病例号 213121。因双眼视物不清 ,

伴恶心 、 呼吸困难 10余天 , 于 2001 年 9 月 16 日来我院就诊。

该患于 2001年 8 月 15 日开始从事固体酒精加工工作 , 工作场

所面积小 , 无通风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 于 9 月 1 日出现双

眼视物不清 , 呼吸困难 , 脱离工作环境 5天后好转。于 9 月 6

日继续从事原工作 , 9 月 14 日再次出现视物模糊 、 昏迷。 就

诊于某综合医院 , 疑为甲醇中毒 , 转入我院。

入院时检查:右眼视力指数/眼前 33 cm , 左眼视力指数/

眼前 16 cm , 双眼结膜充血 (+), 角膜透明 , 瞳孔圆 , 直径

3.0 mm , 对光反射迟钝 , 双眼眼底视乳头边界清 , 色稍淡 ,

A/C (杯/盘) =0.4 , A/V (动脉/静脉) =2/3 , 视网膜及黄

斑无明显改变。膝腱反射存在 , 病理反射阴性 , 上 、 下肢肌

力Ⅴ级。查血气分析:pH 7.36 , PaCO2 4.2 kPa , PaO2 3.7 kPa。

胸透示陈旧性肺结核。双眼 VEP:双眼视通路传导障碍。 头

颅CT 未见异常。入院后给予地塞米松 20 mg , 每日 1 次 , 静

脉滴注;营养神经治疗 , 静脉滴注能量合剂 , 在给予重组人

细胞生长肽后病情曾一度得到控制 , 但因患者经济条件所限

没有继续用药 , 最终双眼视力仅存颞侧指数/眼前 5 cm。 诊

断:亚急性甲醇中毒 , 视神经炎。

2　讨论

2.1　国内外报道甲醇中毒以误服者多见 , 而本文报道病例均

因制做固体酒精接触高浓度甲醇而中毒。 甲醇吸收入体内后

可迅速分布在机体各组织内 , 其中以脑脊液 、 血液 、 胆汁和

尿中含量最高 , 眼前房和玻璃体中含量较高[ 1] 。甲醇主要作

用于神经系统 , 具有明显麻醉作用[ 2] , 可引起脑水肿 , 对视

神经和视网膜有特殊的选择作用[ 3] 。甲醇在体内先后被氧化

成甲醛和甲酸 , 甲醛能抑制视网膜氧化及磷酸化过程 , 使之

不能合成三磷酸腺苷 , 结果视网膜细胞发生退行性变 , 引起

视神经萎缩 , 导致失明[ 4] 。

2.2　甲醇中毒的治疗尚无特效方法 , 目前采用透析 、 解毒剂

(乙醇)、 营养支持及应用大量激素等疗法[ 5 , 6] 。本文例 2应用

酸性重组人细胞生长肽有一定疗效。

2.3　本文病例提醒大家制做固体酒精时注意个人防护 , 应用

此类燃料时注意安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个体 、 私

营企业的劳动卫生监督管理 , 安装通风排毒设施 , 保障工人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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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报道了 1例硫酸二甲酯及其与高温液碱反应产生

甲醇致眼损伤病例的中毒经过 、 临床表现 、 治疗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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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介绍

孟某 , 男 , 20 岁 , 某合成药厂操作工。工作厂房面积 280

m2 , 自然通风。1998年 5 月 20日中午 12 时及下午 3 时 30 分 ,

因厂房内某反应缸的硫酸二甲酯进料管道在焊接口处发生泄

漏 , 患者在无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 , 2次对其进行置换 、维

收稿日期:2001-11-27;修回日期:2002-01-08

作者简介:周华蕾 (1975—), 女 , 吉林梅河口人 , 学士 , 医师 ,

从事职业中毒性眼病的研究。

修。在此过程中误将高温洗罐水 (水与液碱混合液约 100 ℃)

抽入该反应缸内 , 误吸硫酸二甲酯与高温液碱反应后散发到

空气中的淡雾状气体 (主要是甲醇), 吸入时间分别是 20 min

和2 h。第一次维修过程中即出现眼红 、 流泪 、 咳嗽等症状 ,

离开现场后得以缓解;第二次维修后除上述症状外 , 自觉眼

痛 、 咽痛 、 胸闷。于当晚 9时病情加重 , 并出现头晕 、 头痛 、

鼻出血 , 第二天开始出现视物不清 , 抽搐 1 次 , 于当地医院

住院治疗 8 天 , 疗效不佳。 5 月 29 日转入其上级医院住院治

疗3 天 , 仍未见效。1998年 6月 2 日因 “视力障碍 、 眼红 、 眼

痛 、 胸闷 、 咳嗽 13 天” 而入我院。既往体检双眼视力均为

1.2。

查体:T 36.7 ℃, P 70 次/分 , BP 13/8 kPa。一般状况欠

佳 , 表情痛苦 , 扶入病室。咽部中度充血水肿 , 双肺听诊呼

吸音弱 , 未闻及干湿 音。查体腹部平坦 , 肝肋下触及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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