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量 !( 例临床分析 ,Z-b中国肿瘤临床$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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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华$ 谭光林b纳洛酮抢救急性海洛因中毒 !(6 例疗效分析

,Z-b西部医学$ &$!&$ &' "!!#! &&$!)&&$+b

,&'- A./IJ m$ C98JJ.RKjbYPR2KRKMN /H IJMIPM.I-MHI9T9U/9/N I90MP.H8M

.HN UJ3K/8.0NMUMHNMH8M! .PMW/M_,Z-b;HIZ?0/H GJ.P-.890\JMP$

&$$'$ '& "'#! !"!)&$+b

,&(- <90J/C$ X9KI.T.1.NMJ :$ Q/KJIMJ CA$ 5678b:MHMT/IMTTM8I9TH.0)

949HM/H LMH19N/.1MU/HMK/HI94/8.I/9H! T/HN/H2K9T.UPM0/-/H.P3KIRN3

,Z-bCR-.H .HN ,4UMP/-MHI.0\94/890923$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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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伟$ 刘庆尧b纳洛酮治疗抗精神病药物急性中毒临床体会

,Z-b现代医药卫生$ &$$*$ &+ "+#! +6!)+6&b

,&#- SP/X$ OaI.P<$ YRPR XbS-/IP/UI30/HM.HN I/.HMUI/HMU9/K9H/H2

IPM.IMN L3H.0949HM, Z-bCR-.H .HN ,4UMP/-MHI.0\94/890923$

&$!$$ &" ""#! *"+)*"(b

,&"- 吴作军b纳洛酮治疗地芬诺酯中毒 #$ 例临床分析 ,Z-b临床医

学$ &$!$$ +$ "##! #()#6b

,+$- ?.08.IMPP.<$ j0.H1Z$ :/HK_.H2MP;Sb=.I/9H.0IPMHNK/H UJ.P-.)

8MRI/8.09U/9/N PM0.IMN 9WMPN9KMNM.IJK89-U.PMN I99IJMPKRLKI.H8MPM)

0.IMN 9WMPN9KMNM.IJK! !"""&&$$" ,Z-bYPR2.HN .089J90NMUMHN)

MH8M$ &$!+$ !+! "+#! &6+)&*$b

,+!- \K1MY<$ Y.3.H G<b\PM.I-MHI9T2R.HT.8/HMI94/8/I3_/IJ H.0949HM

,Z-bGMN/.IP/8,-MP2MH83?.PM$ &$!&$ &# "!$#! !$6$)!$6!b

,+&- 王炳今b大剂量纳洛酮治疗急性乙醇中毒疗效观察 ,Z-b吉林医

学$ &$!&$ ++ "!*#! +6(!b

,++- 罗治平b急性乙醇中毒患者纳洛酮应用剂量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Z-b中国临床研究$ &$!'$ &* "*#! *##)*"$b

,+'- </H80./PZYb,W/NMH8M.L9RIIJMRKM9TH.0IPM49HM.HN T9PN/TTMPMHI

_.3K9TRK/H2/I/H IJMIPM.I-MHI9T.089J90/K- ,Z-bS089J90.HN .089)

J90/K-b

,+(- 冯小妹b纳洛酮在有机磷中毒治疗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Z-b中国

当代医药$ &$!+$ &$ "+$#! #$)#!b

,+6- 朱玉林b血液灌流与大剂量纳洛酮联合治疗阿维菌素中毒 *" 例

临床观察 ,Z-b中国医药指南$ &$!'$ !& "&$#! !"6)!"*b

,+*- 袁绍伦$ 姜辉$ 王涛$ 等b纳洛酮治疗急性氟乙酰胺中毒 " 例

,Z-b人民军医$ &$$!$ '' "!#! +&)++b

,+#- 程志刚$ 谢民民$ 周贵龙b纳络酮抢救急性中毒患者的效果及对

患者清醒时间的影响 ,Z-b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 &+ "(#!

&"&)&"'b

,+"- G.IIMPK9H AS$ G.P9HMYSb̂ KM.HN MTT/8.839THMLR0/1MN H.0949HM

/H U.I/MHIK_/IJ KRKUM8IMN 9U/9/N /HI94/8.I/9H ,Z-b\JMS-MP/8.H

Z9RPH.09T,-MP2MH83XMN/8/HM$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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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风险较高$ 合格率低* 危害风险与作业场所的防
护措施有较大的关系$ 完善防护措施可以明显降低职
业性噪声危害+

现有的对港口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是对作业人员的

健康情况调查及工作场所职业危害的全方面调查$ 很
少针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的噪声接触现状进行具体

的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针对集装箱码头的噪声危害作
业岗位$ 根据噪声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使集装箱
码头的噪声危害防控更有针对性+ 如! 堆高机和正面
吊驾驶室部分驾驶员工作时打开窗户或窗户损坏的情

况下$ 会使噪声超标接触+ 叉车驾驶室基本没有进行
封闭$ 且操作员距离发动机很近$ 大部分超过了 #(
N: "S#+ 维修作业中打磨% 切割作业噪声均较高$
有的噪声声压级(!$$ N: "S#+ 公用工程的现场噪
声虽然较高$ 但作业人员在公用工程现场停留的时间
很短$ 且人数不多+ 针对以上问题$ 集装箱码头应做
好管理工作$ 及时发现并改正出现的问题,+- +

本次调查表明$ 集装箱码头噪声危害较重$ 必须
采取措施降低噪声危害+ 首先$ 应采用降噪设施$ 对
产生高噪声的设备$ 如空压机% 污水处理站泵% 焊装
机% 打磨机等完善隔声降噪设施$ 加强设备维护保
养% 维护润滑+ 其次$ 制定并实施听力保护计划,"- +

对高噪声工作场所及岗位实施噪声监测% 建立噪声警
示牌% 听力测试与评定% 佩戴符合卫生要求的防护耳
塞或耳罩等措施+ 第三$ 严格执行接触噪声作业人员
的健康监护和健康教育$ 对接噪工人进行上岗前% 在
岗期间及离岗时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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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对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的毒性
%J=8=8M:G:=J 8FG9B7DB<8G?8G:6H5@:9B<:6A?B9><86:6I:?>6:9S'59G5<<6

谢广云$ 王全凯$ 王安娜$ 刘红梅$ 许建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摘要! 选用常规培养至 && 代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
进行试验$ 分别将 &$$个[;+#细胞@瓶的密度接种于 +$培养
瓶内$ 设阴性对照组% 对照组和染毒组+ [;+# 细胞与稻纵卷
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作用 ! J 后$ 对照组 [;+# 细胞置于 +*
o% (g?O& 培养箱中培养 !' N可见细胞集落的形成* 阴性对
照组% 对照组% 染毒组的细胞集落形成率分别为 !7&(g%
(7!(g% $7(g$ 染毒组与对照组比较细胞集落形成率显著降
低 "Fi$7$(#+ 提示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对[;+#细胞
具有细胞毒性作用+

关键词! 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 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 细胞毒性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e$&*+e$+
2,'! !$b!+6+!@db8Ha/b122334b&$!(b$'b$!&
稻纵卷叶螟是一种远距离迁飞性水稻害虫$ 幼虫在水稻

抽穗期取食嫩叶或剑叶$ 能够对水稻高产% 稳产构成严重威
胁,!$&- + 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分属杆状病毒科$ 是一种双链
Y=S包涵体病毒$ 其对自然环境有较高的抵抗力$ 可以通过
稻纵卷叶螟幼虫活体增殖大量获得$ 经过适当的制剂加工即
可生产出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杀虫剂$ 用于水稻害虫的
防治,+- +

本研究以 !$$ 亿 O:@-0"! -0染毒样品中有 !$$ 亿个稻
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 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为研究对
象$ 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细胞# 为试验模型$ 采用平板
成斑效率试验方法$ 初步探讨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对
[;+#细胞毒性作用$ 为微生物农药安全性评价和职业接触人
群的健康评价提供科研数据+
12材料和方法
1312主要试剂与材料
131312试剂%!$$亿O:@-0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 购
于扬州绿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胰蛋白酶 "\P/UK/H $7&(g$
S-PMK89公司#% X,X培养基 "C3809HM公司#% 胎牛血清
"TMI.0L9W/HMKMPR-$ D:<天津川页生化制品公司#* \P/K)C?0%
=.&,Y\S% 二甲基亚砜 "YX<O# 均购自 </2-.公司* 姬姆萨
染液原液 "北京化工厂# 等+
131342仪器% O03-URK;>($ 荧光倒置显微镜$ mOYSm

Y?&"$数码相机$ ?O& 培养箱 "A,Q?O$ <̂S#% 超净工作台
"天津泰斯特厂#% 倒置显微镜 "上海永亨光学仪器公司#%
普通光学显微镜 "O03-URK# 等+
1342细胞来源及形态观察

[;+#细胞株$ 购于北京协和细胞资源中心$ 第 && 代引
进$ 为人二倍体细胞系$ 源自妊娠 +个月的正常胚胎肺细胞+
本实验室[;+#细胞常规培养$ &h+ N 换培养基 ! 次$ (h* N
传代 !次$ 于含 !$g胎牛血清的 X,X培养液中$ 置于 (g
?O& 的培养箱中贴壁生长+ 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增
殖情况+
1352平板成斑效率试验检测方法

试验设阴性对照组% 对照组% 染毒组+ 将 [;+# 细胞按
&$$个@瓶接种于 +$个培养瓶内$ 置 +* o% (g?O& 培养箱中

培养 &' J后弃去培养液$ 用 G:< 洗细胞 & 次$ 各取 !$ 瓶@皿
依次加入无血清 X,X培养液 "阴性对照组#% 含血清 X,X
培养液 "对照组# 和 !s!$6 单位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

"染毒组# ?O& 培养箱中培养$ 三组同步进行* [;+# 细胞与
受检样品作用 ! J 后$ 用 G:< 洗涤细胞 & 次$ 加入含 !$g小
牛血清的X,X培养液$ 置?O& 培养箱中继续培养$ 间隔 + N
换液 !次$ 直至对照组细胞集落至少为 &(个时"*%!$%!' N#实
验结束+ 培养结束后$ 用甲醇固定 !$h&$ -/H$ j/M-K.染色 (
h!$ -/H$ 记录细胞集落形成数$ 按以下公式计算集落形成率
和相对集落形成率+

集落形成率p "集落数@接种细胞数# s!$$g
相对集落形成率p "剂量组集落形成率@空白或溶剂对照

组集落形成率# s!$$g
1362数据统计

采用 <S<!+7$统计软件进行卡方检验$ Fi$7$(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42结果
4312细胞集落形成时间

细胞培养结束后$ 用甲醇固定% j/M-K.染色% 计数细胞
集落形成数$ 对照组[;+#细胞置于 +* o% (g?O& 培养箱中

培养 !' N可见细胞集落的形成$ 见图 ! "封三#+
4342细胞集落形成率

阴性对照组% 对照组% 染毒组的细胞集落形成率分别为
!7&(g% (7!(g% $7(g+ 染毒组与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 "Fi
$7$(#$ 见表 !+
52讨论

病毒杀虫剂作为微生物农药的一种$ 宿主特异性强$ 能
在害虫群内传播$ 形成流行病+ 病毒侵入昆虫后核酸在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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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亿O:@-0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平板成斑效率试验结果 "集落细胞数#

组别 !号瓶 &号瓶 +号瓶 '号瓶 (号瓶 6号瓶 *号瓶 #号瓶 "号瓶 !$号瓶
平均

集落数

集落形成

率 "g#

阴性对照组 !! & ! ( + + $ $ $ $ &7( !7&(

对照组 $ + ( * 6 !" !6 ( &$ && !$7+ (7!(

染毒组 ( + & $ $ $ $ $ $ $ ! $7(

注! 每瓶细胞数均为 &$$+

细胞内进行病毒颗粒复制$ 产生大量的病毒粒子$ 促使宿主
细胞破裂$ 导致昆虫死亡+ 同时具有潜伏于虫卵$ 传播给后
代$ 具有对非靶标生物安全% 对人畜无害% 不污染环境% 专
一性强% 在自然界中较稳定% 害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
缺点是施用效果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 宿主范围窄,'h6- + 目
前有 &$多个国家对 +$ 多种病毒杀虫剂进行登记% 注册% 生
产应用$ 国内已有 &$多种进入大田试验,'- + 我国目前生产的
杆菌属颗粒体病毒杀虫剂主要用于农业和林业生产$ 防治水
稻% 蔬菜% 棉花% 茶叶等病虫害,*h"- +

农业部已于 &$!&年颁布 (微生物农药毒理学实验准则)$
为我国编制先进% 规范的$ 并能与国际接轨的微生物农药检
测方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该 (准则) 要求病毒类微生物农
药需进行细胞培养试验才能登记% 注册+ 因此国内毒理学工
作者急需建立微生物农药相应的细胞毒性评价% 感染性评价%
细胞转化试验检测方法+

本研究结果显示$ 未染毒的 [;+# 细胞培养至 !' N 可见
细胞集落的形成$ !$$ 亿 O:@-0稻纵卷叶螟颗粒体病毒母药
对[;+#细胞有毒性作用+ [;+# 细胞株来源于妊娠 + 个月的
正常胚胎肺脏组织$ 为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呈梭型$ 具有贴
壁及延展的特性+ 本研究显示[;+#细胞进行试验$ 培养% 收
获数量相对较少$ 且细胞出集落时间相对较长+ 因此[;+#细
胞是否适用于病毒性微生物农药细胞培养试验中相应细胞的

毒性及感染性评价$ 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工作经费 ,&$!&年-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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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E三硝基氮杂环丁烷对大鼠亚急性毒性的研究
*=>@J 89=D56>;BG>=5=8M:G:=J 8F1:5:5E=?:9:=?8BP5=:@:95:9?B=6

张盼红$ 高俊宏$ 刘志永$ 王鸿$ 卢青$ 岳红$ 王延琦$ 张双宝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 陕西 西安%*!$$6(#

%%摘要! 选取 '$ 只 <GD级 <Y大鼠$ 雌雄各半$ 参照 (化
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 "&$$(版# 进行 &# 天 !E+E+)三硝基
氮杂环丁烷 "\=S]# 经口毒性试验+ 结果 ## -2@a2剂量染
毒组大鼠体重增长缓慢$ 食物利用率降低* 雄性鼠脑% 肺%
肝% 脾% 睾丸脏器系数升高$ 雌性鼠脑% 肺% 肝脏器系数升
高* 病理检查脑% 肝% 肺% 肾出现轻微病变+ 提示 \=S]对
<Y大鼠的脑% 肺% 肝% 脾% 睾丸具有一定的损伤作用+

关键词! !E+E+)三硝基氮杂环丁烷* 亚急性毒性
中图分类号! A""'7+%%%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e$&*'e$'
2,'! !$b!+6+!@db8Ha/b122334b&$!(b$'b$!+
!E+E+)三硝基氮杂环丁烷 "\=S]# 是一种白色晶体$ 熔

点 !$! o$ 易溶于丙酮% 甲醇% 乙醇% 乙酸乙酯% 四氯甲烷
和环己酮$ 不溶于水% 甲苯% 乙醚+ 随着广泛应用$ 人们开
始关注其对职业接触人群的危害$ 由于国内尚无系统的\=S]
毒性资料$ 本研究旨在了解 \=S]的毒性及作用机制$ 为亚
慢性毒性研究提供毒理学依据+
12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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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材料
131312实验动物%健康 <GD级 <Y大鼠 '$ 只$ 雌雄各半$
体重 "!6$l!(# 2$ 由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生产
许可证号! >m "陕# &$$*e$$!+
131342受试物%\=S]"纯度u""g# 由西安近代化学研究
所提供+
131352主要仪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M8a-.H Ŝ '#$#*
血液分析仪 " <3K-M4>\)!#$$/#$ 尿液分析仪 " <3K-M4 D̂)
($$/#+
1342方法
134312试验方法%按照卫生部 &$$( 版 (化学品毒性鉴定技
术规范)$ 大鼠适应性饲养 !周后按体重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雌雄各半+ \=S]用 'g淀粉溶液配制成所需质量浓
度$ 由于受试物BY($为 ##$ -2@a2$ 设 &&% ''% ## -2@a2+个
剂量组和 ! 个对照组$ 染毒剂量分别为 BY($的 !@'$% !@&$%
!@!$$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 'g淀粉溶液+ 染毒方法为经口灌
胃$ 每天 !次$ 连续 &# N+ 试验期间动物单笼饲养$ 自由进
食及饮水+
134342观察指标%每天观察动物的一般情况$ 包括外观体征
和行为活动% 精神% 毛色% 粪便性状% 体重变化及其他中毒
症状和死亡情况$ 每周称量体重 ! 次$ 作为调整染毒剂量的
依据$ 记录进食和剩余食量$ 计算食物消耗量+ 实验结束时
行尿常规检查$ 包括潜血% 白细胞% 亚硝酸盐% UC% 胆红素%
蛋白质% 葡萄糖% 酮体% 尿胆原及尿比重* 血常规检查包括
白细胞 "[:?# 计数及分类% 血红蛋白 "CL#% 红细胞计数
"A:?#% 血小板 "GB\# 等* 血液生化指标包括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S<\#%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SB\#% 血清白蛋
白 "SB:#% 总胆固醇 "?COB#% 总胆红素 "\:;B#% 肌酐
"?A,#% 总蛋白 "\G#% 血糖 "jB̂ #% 尿素氮 " :̂ =# 等*
脏器系数$ 包括脑% 心% 肺% 胃% 胸腺% 肝% 肾% 脾% 肾上
腺% 睾丸和附睾 "雄性#% 子宫和卵巢 "雌性#* 并对上述所
有脏器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1352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G<<!+7$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统计
描述采用KlC$ 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YRHHMIV6
检验$ 检验水准!p$7$(+
42结果
4312大鼠一般情况

染毒一周后$ ## -2@a2染毒组部分大鼠毛色暗淡% 蓬松$
个别动物染毒后出现短暂肢体扭曲现象+ 其余剂量组未发现
明显异常$ 至染毒结束各剂量组均未出现死亡+ ## -2@a2染
毒组大鼠体重增长幅度缓慢$ 各染毒组食物消耗量随染毒时
间延长呈下降趋势$ 其中 ## -2@a2染毒组雄性与对照组比较
显著降低 "Fi$7$(#+
4342血液学指标

## -2@a2染毒组雌性大鼠 S<\% SB\% jB̂ 均下降$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7$($ Fi$7$!#*'' -2@a2染
毒组雌性大鼠\G% SB\均下降$ 雄性大鼠 SB:% \G均下降$
jB̂ 上升$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i$7$($ Fi
$7$!#* && -2@a2染毒组雌性大鼠 jB̂ % SB\降低$ 雄性
SB:% \G降低显著 "Fi$7$(#+ 见表 !+

表1%\=S]&# N经口毒性试验对大鼠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KlC#

性

别

剂量

"-2@a2#

动物数

"只#

SB:

"2@B#

\G

"2@B#

:̂ =

"--90@B#

jB̂

"--90@B#

\:;B

"$-90@B#

?A,

"$-90@B#

S<\

" @̂B#

?COB

"--90@B#

SB\

" @̂B#

雄 $ ( +!7#'l!7$! 6&7&$l&7&# 67"#l+7"$ !&7!'l$7"$ $7'$l$7(( *7$$l!(76( !"(7$$l"$7$# !76+l$7&6 #"7#$l#67!$

&& ( +$7!#l$7'*# (67#$l!7+$# *7#$l$7*& !!7'&l!7!" $7#$l$7'( $ !6*7#$l*+7"# !7('l$7+' 6*7'$l'+7($

'' ( &"7('l$7**# ((7&$l!7+$# #7*6l$76! !"7&'l'7$+## !7$$l$7$$ !7'$l!7!' ("76$l!'7&" !7#$l$7+' +*7#$l(7('

## ( +!76&l$7&" 6+7&$l&7(" *7!'l$7#( !+7&$l!7*' !7'$l!7!' $ !&!7#$l!$7!! !7#$l$7+' ("76$l!'7&"

雌 $ ( +'7($l!7"" 6'7$$l+7+" (7!#l'7*( !'7+$l'7&" $76$l$7(( $ !''7&$l+67$( !7#+l$7+( '#7#$l*7++

&& ( ++7&#l!7'( 6&76$l&7"* *7!&l$7#6 "76&l$7""# !7$$l$7$$ $ !+(7#$l!!7&6 !7*$l$7&+ +(7'$l+76(##

'' ( +!7"#l&7'" (*7#$l(7!&# #7*&l$7"# !67$$l&7*+ $7#$l$7'( !$7&$l&&7#! !!676$l!+7!6 !76!l$7'' +(7&$l'76$##

## ( ++7*'l!7&6 667'$l!7!' "7$$l$7"! "7'6l!7$## !7$$l$7$$ $ !$&7&$l(7#!## !7"6l$7!* +'7'$l$7((##

注! 与对照组比较$ #Fi$7$($ ##Fi$7$!+

4352尿常规

&&% ## -2@a2染毒组少数大鼠蛋白 "GAO# 阳性+ 其余

各剂量组大鼠各项指标未见异常变化+

4362脏器系数

## -2@a2染毒组雌性大鼠脑% 肺% 肝% 肾上腺系数升高$

雄性大鼠脑% 肺% 肝% 脾% 肾% 肾上腺% 睾丸和附睾系数升

高$ 胸腺系数降低$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i

$7$(#+ '' -2@a2染毒组雌性大鼠肺% 肝% 肾上腺系数升高$
雄性大鼠肾% 肾上腺系数升高 "Fi$7$(#+ && -2@a2染毒组
雌性大鼠脑% 肺% 肝% 肾上腺系数升高$ 雄性大鼠脑% 肾上腺
系数升高 "Fi$7$(#+ 见表 &+
4372病理组织学检查

染毒结束后$ 对大鼠的脑% 心% 肺% 胸腺% 肝% 脾% 肾%
肾上腺% 睾丸% 附睾% 子宫% 卵巢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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