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组织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 这种作用可能与多种机制有

关:(1)拟除虫菊酯对 Na+的直接作用[ 7 , 8] 。当纹状体内拟除

虫菊酯的浓度达到一定水平时 , 可增加 Na+流动 , 从而导致

DA释放增加。Kirby等[ 9]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拟除虫

菊酯影响单胺氧化酶 (MAO)活性。 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由

MAO作用生成无活性的代谢产物 , 体外实验观察到拟除虫菊

酯能抑制脑组织MAO 活性。本实验观察到 Ⅱ型拟除虫菊酯均

使雄性小鼠脑内 NE 含量减少 , 大脑皮层 5-HT、 MAO 活性受

抑制可能是原因之一。 (3)此外 , Ⅱ型拟除虫菊酯对单胺类

神经递质的影响与线粒体能量产生减弱 、 多巴胺能神经元变

性与死亡 、 酪氨酸羟化酶作用受抑 、 突触前释放的调控改变

等有关。

研究表明 , 脑组织中单胺类递质水平的变化可能是Ⅱ型

拟除虫菊酯引起雄性小鼠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改变而产生毒作

用表现的物质基础之一。 Ⅱ型拟除虫菊酯与多巴胺神经元结

合的途经以及导致多巴胺神经元损伤的机制还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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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治现状调查

罗毅1 , 席荔梅2 , 王迎春3

　　(1.沈阳市沈河区卫生监督所 , 辽宁 沈阳　110011;

2.辽宁省卫生监督所 , 辽宁 沈阳　110015;3.沈阳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 辽宁 沈阳　110031)

　　为科学规范传染病防治工作 , 探索长效管理机制 , 我们

对全省 112所综合医疗机构进行了监督检查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在全省 14 个市范围内每市随机抽取 1 所三级医院 (14

所)、 2所二级医院 (28 所)、 4所乡镇医院 (56 所)和 1所个

体诊所 (14 所), 共 112所综合医疗机构。通过现场检查 , 填

写医疗机构检查表 , 进行资料汇总分析。调查内容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 《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 《消毒

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 包括传染病疫情管理 、 消毒隔离 、

宣传培训等相关项目。

2　结果

二级以上医院均设有预防保健科负责传染病防治工作 ,

56 所乡镇医院中有 40 所设专人负责 、 16所设兼职人员负责传

染病防治工作 , 14 所个体诊所均无人负责传染病防治工作。

二级以上医院及乡镇医院均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 , 个体诊所

未设立疫情报告制度。 设立传 染病登记簿的有 90 所

(80.4%), 传染病疫情报告卡填写项目齐全的有 65 所 , 其中

包括 12所三级医院 、 20 所二级医院 , 33所乡镇医院。

被调查医院均设立了日常消毒隔离制度。 70 所医院建立

了传染病消毒隔离制度 , 开展消毒效果监测的有 42 所 , 均为

二级以上医院。57 所医院能做到每年一次培训院内相关人员 ,

其中三级医院 14 所 、 二级医院 15 所 、 乡镇医院 28 所。现场

抽查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为 85%。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我省在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中还存在

薄弱环节 , 集中反映在个体诊所及个别乡镇医院的管理上 ,

如何提高基层医院的传染病防治工作 , 建立健全传染病报告

制度 , 建立快速 、 灵敏的信息反映系统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要不断加大传染病监督执法力度 , 定期对医疗机构传染病防

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尤其要加大对个体诊所及乡镇医院的

监督检查力度。

3.2　112所医院中只有 62.5%建立了传染病消毒隔离制度 ,

开展消毒效果监测的仅有 42 所 , 均为二级以上医院。说明我

省医疗机构消毒管理工作发展不平衡 , 问题主要存在于乡镇

医院及个体诊所。各级医疗机构应提高对消毒管理工作的认

识及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各种规章

制度 , 制定可行的消毒隔离措施 , 同时要加强医院消毒管理

的监控力度 , 保证消毒效果的可靠性。

3.3　全省二级以上医院及乡镇医院的专兼职人员均接受过卫

生防疫机构的传染病知识培训 , 但个体诊所医务人员从未接

受过相关知识培训。医疗机构中仅有 50.9%的医院对院内医

务人员进行过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培训。可见加强医务人员特

别是个体诊所相关人员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建议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对各级医疗机构相关人员普及传染病

防治及消毒隔离常识 , 建立长效的培训计划及考核制度 , 科

学 、 有效地开展培训工作 , 从根本上杜绝传染病漏报 、 迟报

现象和医源性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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