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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丙烯酸胺中毒调查

张锐武
’

朱从法
`

李 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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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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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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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寿贵
`

何凤 生
,

提 要 对四个乡镇企业共 1 0 4名生产丙烯酸胺的作业工人进行健康检查
,

发现以手足脱皮与多汗
、

倦怠及

头晕等症状较为多见
。

其中 33 人具有肢体感觉障碍及跟键反射减退等周围神经损害的症状或体征
,

经神经肌电

图检查
,

发现具有神经源性损害者 12 人
,

可疑神经源 性损害都
5人

,

说明肌 电图对本病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

根

据文中建议的诊断标准
,

本组丙 烯酸胺中毒的患病率为 1 3
.

5 %
。

关键词 丙烯酞胺 神经肌电图 中毒性神经

丙烯酚胺 、八A M ) 为工业上用作防渗漏的 丙烯酞胺 中毒诊断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

灌浆材料
。

其聚合体聚丙烯酞胺 ( P A M ) 作为

絮凝剂
,

主要用于工业废水和饮用水的净化
;

其次在造纸
、

纺织
、

石油开采
、

印染
、

树脂等

2 6个行业亦广为应用
。

我国1 9 6 5年开始试产
,

曾发生丙烯酞胺中

毒病例
。

近年来各类丙烯酞胺生产厂 已遍布全

国 10 多个省
、

市
,

屡有中毒病人发生
。

为做好

防治工作
,

本文对浙江省匹嫁乡镇企业的丙烯

酞胺作业工人健康进行调查
,

并为研制职业性

讨象与方法

四厂规模均较小
,

分别生产丙烯酷胺单体

和经 甲基丙烯酞胺
。

临厂
、

茅厂及椒厂三个厂

的丙烯酞胺溶液转运
、

离心
、

炒燥与包装过程

均未予密闭
,

手工操作
,

且个人防护差
。

汤厂

的生产条件及个人防护较好
。

四厂共体检 10 4

人
,

受检率 9 5% (表 i )
。

检查项 目包括职业史
、

症状
、

体征
;
血清

表 1 各 厂 概 况

受检人数
厂 名

男 女

平均年龄
(岁 ) (最
小 最大 )

平均作业
工龄 (最
短 最长 )

投产 时间 产 品 年 产 量 生产工艺
车间空气浓度

( nr g /m
3 )

5年 7月

( 1~ 8年 )

P A M
临 厂 1 4 2 1 1 e 8 0年

2 1 or 5 1 A A M

1 0 0吨

忍O吨
骨架铜催化水合法

重结晶岗位

茅 厂 8
.

3

6 月

( 1月~ 1年 )

1年

( 5月一 3年 )

1年 1 0月

( 5月~ 2年 )

1叨摇年 A A M 3 0吨 硫酸水合法 已停产
1 8~ 3 9

椒 厂 7

1 9~ 4 5

1 9 8 3年
经 甲基

-

A A M

1~ 3 ~ 7吨

1 9 8 6年 3 0吨

硫酸水合法

汤 厂 2 5 1 7 1 98 5年 P A劫 1 9 8 0吨 骨架铜催化水合法
1 7~ 5 4

0
.

5 2

离心 岗位

0
.

0 3 2

催化 出料口

谷丙转氨酶 (S G P T )
、

血常规及尿常规
。

神经
-

肌 电图检查应用丹麦 N eu or m鱿 ic 2 0 OOC型肌

电图仪
。

自各厂选择密切接触丙烯酞胺或具有

周围神经损害症状或体征的生产工人共 33 名
。

检查拇短展肌和小指外展肌的肌电活动
,

并测

定了右正中
、

尺
、

胫后神经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M N C V )与运动远端潜伏期 ( D M L )及右正中

尺
、

排肠神经的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 S N C V )
。

注 : 1
.

浙江省医学科 学院

2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3
.

山东齐鲁石化公司职工 医院

4
.

依次为金华县
、

临海 市
、

黄岩县
、

椒江市
、

合

州地区卫生防疫站



检查结果

一
、

症 状

以手足多汗与脱皮较普遍
,

其次为头昏
、

倦怠与周围神经损害症状
。

以生产条件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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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

茅
、

椒三厂工人上述症状多见 (表 2 )
。

少数较严重者则有嗜睡
、

尿漪留
、

食欲减退
、

消瘦和走路不稳
、

易摔倒
、

构音障碍等症状
。

以汤厂工人的主诉最少
。

表 2 丙烯酸胺生产工人主要症状

尿储留
以乃

构音障碍摔易倒走稳路不持物不稳
肠胖痉肌挛

肢下力弱四麻胶木手足多手足 杆脱皮
消瘦

食欲振不
记忆力下降

失眠嗜睡头晕倦怠
检人受效

厂名

ób
。

月
二份走

自心

OU
.,二ōU

n舀

目匕
.,曰6勺

口勺

1 6

2 5

2 9 8

4 6
_

8 1 2

1 2

1 9

1 3

2 1

1O

1 6
.

叨%临茅椒

二
、

体 征 及末节指腹部
。

肢体远端振动觉
、

痛觉
、

触觉减

手足多汗
,

红斑为常见体征 (表 3 )
,

手 退及跟键反射减退等周围神经损害体 征 较 多

汗多者呈欲滴状
,

红斑界线清楚
,

边缘 不 隆 见
。

尚发现少数感觉性共济失调和肌萎缩者
。

起
,

大小不一
,

微痛不痒
,

多见于大
、

小鱼际 汤厂工人的体征显然少见
。

表 3 丙烯酸胺生产工人主要体征

脱皮肤皮红斑手足多钎
跟腆反射减退

辛

滕反射减退肌萎缩步态常异指鼻不稳闭难目立感 觉 减 退

位置觉振动觉触痛 觉觉

受检人数厂名

3
.

2 9
.

7 32
.

3 12
.

9

1 0

茅临椒

汤 0 0 0 0 0 0 0 0 0 0

% 2
.

4 2 3 8 1 6
.

7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一
` ` . ` ~ ~ ` ` ~ ~ ` ` ~ ~

`

一
-

一三
、

神经
一

肌电图检查 单位
; 3 人 W B C < 4 又 10

,

/ L
; 14 人 (男 了

肌电图显示神经源性损害的异常比神经电
-

图的异常相对多见
,

符合轴索变性为主要损害

的周围神经病
i , , 。

33 例受检者属神经源性损害

者 1 2名 ( 3 6
.

4% )
,

可疑神经源性损害者 1 5名

(4 5
.

5% )
,

正常者仅 6 名
,

占 18
.

1% (表

4 )

症状
、

体征检查结果与神经一肌电图 诊 断

的符合情况见表 5
。

’

四
、

实验室检查
1 04 名受检者中

,

有 3 人血清 S G P T > 40

人
,

女 7 人 ) 血色素 < 120 9 / L
,

平均 1 109 / L,

最低 % g / L
。

尿常规有 1人出现蛋白痕迹
,

有

2 人沉渣发现红血球少数
。

均无统计意义
。

讨 论

自1 9 5 7年 uK per m叭 报道美国氰酸胺公

司的 5 例丙烯酸胺中毒病人以来
,

日本
、

英

国
、

法国
、

加拿大先后有 1 3篇共6 1例中毒病例

报道。 一 ” 。

职业性丙烯酞胺中毒主要表现 为 感

觉
一

运动型周围神经病
。

高浓度接触后尚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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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肌 电 图 异 常

神经
一
肌电图检奋结果

神经电图异常 神经
一

肌电图诊断

自发 电位

拇 * 珍 合

时限延长 波幅增高 多相波增多

拇 小 拇 小 拇 小

SN C V 减慢 M N C V 减慢 DM L 延长

正 中 尺 胖肠 正 中 尺 胫后 正 中尺胫后

神经源性
损害

可疑神经源性
损害

人数 人数 %

受检人数厂名

临椒茅 2 5 0 0 4 7 1 2 1 6 0 4 1 0 2 0 0 1 1 1 8 1 0 4 0
.

0 1 3 5么
.

0

汤 厂 8 0 0 1 1 2 ] 1 1 0 0 0 0 0 0 0 0 2 2 2 5
.

0 2 2 5
.

0

合 计 3 3 0 0 乐 5 1 4 l e 1 5 1 0 公 0 0 1 1 1 1 0 1 2 3 6
.

4 1 5 4 5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 . , . . . .

一~ , . 甲曰 .

一一一
一

~ .

一
一

~ ~ ~ ~ 口~ . ~ . 甲. . ~ ~ ~ ~ ~ ~ ~ .

注
: * 拇短展肌 △小指外展肌 M N CV—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M N C V—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D M L

— 运动神经远端

僧伏期

表5 神经
一
肌电图检查与症状

、

体征对照

肌 电图 人 , 具备 中“
髓豁

”
服

” ” 动觉 症状与体征 黯籍
诊 断 症状者

* 征者 减退者 减退者 皆具备者 备者

1 2 8 C 2 6 5 3

神经 源 损害
% 66

.

7 5 0 1 6
.

7 5 0 吐 1
.

7 2̀

1 5 7 7 3 9 5 8

可 疑神经 源损害
% 4 6

.

7 4 6
.

7 2 0
.

0 6 0
.

0 3 3
.

3 5 3
.

3

6 3 1 1 1 1 2

正 常

% 5 0 1 6
.

7 1 6
.

7 1 6
.

7 1 6
.

7 33
.

3

% 5 4
.

5 42
.

4 1 8
.

2 心 8
.

5 3 3
.

3 3 9
.

4

。

注
: 今具备中毒症状是指最少具有一项周围神经 损害的主诉 (四 映麻木

、

肌肉痉挛
、

下肢力 弱
、

持物不稳等 ) 者
。

以小脑运动失调为特征的中毒性脑 病
’一 性〕。

根

据本次调查结果
,

现就丙烯酞胺中毒的诊断问

题进行探讨
。

一
、

神经一肌 电图检查与症状
、

体征 在 诊

断中的意义

12 名神经源性损害的工人中
,

仅 5 名兼备
、

症状与体征
。

有 3 名症状
、

体征皆不明显
,

说明

若不借助肌电图仪进行早期诊断
,

至少有 10 %

的漏诊率
。

1 6名可疑神经源性损害的工人中
,

有 5 名依据症状与体征可确立周囿神经病的临

床诊断
。

音叉振动觉减退的发生率颇高
,

仅次

于神经
一
肌 电图改变

,

且出现较早
。

16 名振动

觉减退者集中分布在神经源损害及可疑神经源

损害的两组中
, 发生率分别为 5 0 % 和 6 0%

。

跟健反射消失发生率虽较低
,

但比其他键反射

障碍出现为早
,

且恒定可靠
,

与中 毒 病 情一

致
。

故我们认为音叉振动觉和跟键 反 射 减退

及神经
一肌 电图显示的神经源性损害

,

具有早期

诊断价值
。

至于音叉振动觉和跟键反 射 早 期

减退的机理
,

根据神经组织病理学的 资 料 推

断
,

可能与帕氏小体及肌梭感受器早期受累有

关
。

据本调查对神经
一
肌电图分析

,

其敏感性

为肌电图> 神经 电图
,

远端潜伏期> 神经传导

速度
,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运动神 经传 导 速

度
。

与G a r l a n d等 ( 1 9 7 1 )
、

几l l e r ton ( 1 9 6 9 )
、

T a k h a s h i 等 ( 1 9 7 1 )
、

I g i s u ( 1 9 7 5 ) 报道的基

本规律一致
〔幻 。

其缺点在于检查耗时
,

检查技

术难 以普及
,

正常值变异范围过宽
。

为此我们

认为在普查时仍以症状
、

体征为主
,

结合劳动

卫生学调查
,

酌情选择工龄较长
、

接触密切的

工人作神经一肌电图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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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诊断标准建议

(一 ) 诊断原则
:

根据密切接触丙烯酞胺

单体的职业史
,

具备多发性周围神经损害的临

床症状
、

体征以及神经
一

肌电图改变
,

结合现

场劳动卫生调查并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神经病

后
,

方可诊断为职业性丙烯酞胺中毒
。

按病情

轻重分观察对象
、

轻度中毒
、

中度中毒和重度

中毒
。

(二 ) 诊断分级
:

1
.

观察对象
,

需具备下列三项中任何一

项
:

( 1 ) 有倦怠
、

嗜睡
、

食欲减退
、

体重下

降
、

肢端麻木
、

下肢力弱
、

胖肠肌 痉 挛 等症

状
;

( 2 ) 有典型手部皮肤红斑和手足多汗
,

( 3 ) 神经
一
肌电图显示有可疑神经 源 损害

。

2
。

轻度中毒
,

需在具备观察对象条件的

基础上
,

出现下列三项之一者
:

( 1 ) 肢体远端振动觉或痛
、

触觉减退或

消失
,

( 2 ) 跟键反射减弱或消失
;

( 3 ) 神经
一
肌电图显示有神经源性损害

。

3
.

中度 中毒
,

需在轻度中毒基础上具备

下列五项之一者
:

( 1 )深
、

浅感觉障碍达肘
、

膝水平
;

( 2 ) 肌力减退达三度或有肌萎缩
,

、

(3 ) 感觉性共济失调
; ( 4 ) 四肢健反射消

失
;
( 5 )那电图出现较多自发性失神经电位

。

截 重度中毒
:

起病较快
,

出 现 明 显 嗜

睡 ,
食欲减退

,

体重锐减
,

以及小脑性共济失

调
,

可伴排尿障碍
,

其后继之出现周围神经损

害的症状与体征
。

根据以上诊断标准
,

10 4 名受检工人中
,

观察对象 14 名
,

占 1 3
.

5%
。

诊断轻度中毒 12

名
,

占 1 1
.

5纬
,

重度中毒 2 名
。

共计中毒 14

名
,

总患病率达 1.3 5%
。

其中临
、

茅
、

椒厂的

中毒患病率为 22
.

6% ( 1 4 / 6 2 )
,

而汤厂劳动卫

生条件相对较好
,

一

尚未发现中毒病例
。

由此可

见
,

革新生产工艺
,

改善防护条件
,

加强个人

卫生是预防职业性丙烯酞胺中毒的有效途径
。

小 结

一
、

对四家生产丙烯酞胺工厂进行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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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厂劳动卫生状况的不同
,

分两组进行统

计分析
。

发现生产及防护条件较差的三个厂丙

烯酞胺职业危害也较重
。

二
、

根据职业史
、

症状
、

体征与神经二肌

电图等的检查结果
,

提出职业性丙烯酞胺中毒

诊断标准建议
。

本文受检者中计观察对象14 例
,

占1 3
.

5%
。

轻度中毒 1 2例
,

重度中毒 2 例
,

中

毒总患病率亦为 1 3
.

5 %
。

三
、

结合国内外资料复习
,

就本调查发现

的职业性丙烯酞胺中毒临床特点加 以讨论
,

强

调了神经
一
肌电图检查是比较理想的客观 诊 断

指标
,

音叉振动觉和跟键反射减弱具有早期诊

断价值
。

四
、

预防职业性丙烯酞胺 中毒应采取改革

生产工艺
,

加强防护
,

改善个人卫生等有效措

施
。

参加本文工作的尚有刘细保
、

杨逸鸿
、

杨师
、

朱

晓萍
、

杨锦蓉
、

董小明
、

黄辉
、

赵允武
、

王巧玉
、

宋

世炎
、

俞永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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