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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生产工人体检结果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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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通过对某农药厂工人的体检结果分析!研究劳动保护措施的有效性%方法
"

对该厂工人
'

年血清胆碱酯酶体

检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其变化及原因%将成品包装车间工人资料作为接触组!行政后勤人员资料作为对照组%结果
"

&**+

%

&*%*

年对照组血清胆碱酯酶测定均值无显著变化%

&**+

年底更新包装流水线并对厂房通风设施进行更换后接触组血清胆碱酯

酶异常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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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均值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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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环境条件的改善有助于有机磷农药作业工人健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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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具有广谱(高效及残留期短等优点#因此#在

农(林业生产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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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急性中毒患者近年来明显

减少*

&

+

#且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急性中毒患者病死率降低'

本研究旨在关注长期低剂量接触有机磷农药的职业人群健康

状况#故对某农药厂工人
'

年体检结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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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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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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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某农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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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体检资料#将成

品包装车间工人资料作为接触组#年龄
&&

%

)H

岁#平均
''

岁#

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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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政后勤人员资料作为对照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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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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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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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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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肝病和有近期中毒史者'

A(B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奥林巴斯
2g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原装配套试剂#严格室内质控'

A(C

"

样本处理
"

所有受检者空腹抽取静脉血
'Q8

#离心分离

血清#标本无溶血'

A(D

"

检测原理
"

胆碱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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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丁酰硫代胆碱法'

丁酰硫代胆碱可被
_M3

水解为丁酸和硫代胆碱#硫代胆碱使

三价六氰基高铁盐酸还原为二价六氰基高铁盐酸根#在
)*E

!Q

连续监测吸光度变化#其下降速度与样品中
_M3

含量呈

正比'

A(E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以
Fi<

和异常百分率$异常例数"总

例数&表示#采用
=

检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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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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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更换设备后接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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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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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均

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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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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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比

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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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测定均值和异常

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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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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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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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测定值与异常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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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接触组与对照组
_M3

测定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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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监测和治疗都较完善#而对

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工人的健康监测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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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

药中毒的机制主要是农药抑制了神经系统的
_M3

活性#导致

胆碱能神经突触间隙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大量蓄积#作用于胆碱

能受体#导致胆碱能神经系统功能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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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是已知的

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效应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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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仅是急性有机磷农

药中毒诊断和疗效观察的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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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吡肟耐药率为
*(*G

#可能是由于易产
3/78"

酶

所致%第
%

代头孢菌素对病原菌抗菌活性较差#目前已不适于

临床经验用药%对于环丙沙星的耐药性#所有铜绿假单胞菌的

总耐药率为
H*($G

$

E%

"

E$

&(产酶菌株耐药率为
H&(EG

#不产

酶菌株耐药率为
EE(EG

%鲍曼不动杆菌产酶菌株与不产酶菌

株的耐药率分别为
$)(*G

(

)+('E

#阴沟肠杆菌产酶菌株与不

产酶菌株的耐药率分别为
EH('G

(

)*(*G

#显然产
2Q

#

_

酶菌

的耐药率高于不产
2X-_

酶菌'本研究未检出产
2X-_

酶

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变形杆菌属#因此#头孢西丁大

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变形杆菌属菌仍具较高敏感性#但随

着头孢西丁的临床使用有报道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也出

现了耐药#应引起临床高度警惕'高产
2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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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菌对大多数

$

5

内酰胺类抗生素以及含酶抑制剂药物均高度耐药#对环丙沙

星(

/Z4

有一定耐药性#临床需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对丁

胺卡那的耐药性较低#均在
)*(*G

以下#建议将丁胺卡那用于

治疗产
2Q

#

_

酶菌引起的感染'由于铜绿假单胞菌能产生

3/78"

#降解亚胺培南的金属
$

5

内酰胺酶#同时能够产生对氨

基糖苷类抗生素修饰酶而使该类抗生素失活*

,

+

'因此#在使用

亚胺培南(头孢吡肟(丁胺卡那治疗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时应慎

重'另外经调查产
2Q

#

_

酶菌感染者大多数有严重基础病#

而且住院时间较长#在分离菌株前均用过大量
$

5

内酰胺类抗生

素#尤其第
'

代头孢菌素#其对染色体介导
2Q

#

_

酶产生是一

种诱导剂#可诱导产生低水平
2Q

#

_

酶#但不直接导致细菌耐

药#若使用不当#在药物选择性压力的作用下可筛选出持续高

产
2Q

#

_

酶突变株*

,

+

#长时间使用抗生素是导致高产
2Q

#

_

酶菌感染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存在基础疾病的患者应避免长

期使用抗生素'对于产
2Q

#

_

酶菌引起的严重感染#临床可

选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但必须合理使用以延缓耐药性的

产生'产
2Q

#

_

酶菌与不产
2Q

#

_

酶菌在耐药性上存在明显

差异#在治疗细菌感染时必须认真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

细菌耐药性发展非常迅速#且分布广泛#重视和开展产
2Q

#

_

酶菌的监测#同时定期对检测结果进行总结#及时与临床联系

沟通#为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提供依据#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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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接触有机磷农药最常用的生物监测和健康监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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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某农药厂工人在本科
'

年的
_M3

检测资料进行了分

析#旨在探讨环境条件改变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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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使用的是旧生产线#厂房设施较陈旧#工人

长期慢性接触有机磷农药#身体可能产生了耐受性#本身无有

机磷中毒自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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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中虽然记录显示工作场所空

气中农药浓度尚未超过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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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设施老化#通风不良#加上工人在操作中有时不带手套#在

农药少量泄漏时通过皮肤和呼吸道吸收'

&**+

年年底更新了

生产线#加大(加高了厂房#通风设施功率增加#故
&**+

年
_M3

测定均值和异常率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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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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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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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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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照组因不直接接触有机磷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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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体检结

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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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机磷农药

生产企业应在生产工艺上力求完善#通风设施应完好#还应加

强对生产工人的职业防护教育#以降低职业性慢性有机磷农药

中毒发生率#提高生产工人的整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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