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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食用
“
花炮盐

”
引起佗中毒的调查报告

江西上高县卫生防疫站 李文斌 谢觉根 何德勒 葛友福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陈敏珍 朱永红 顾 鸿

1 98 7年 5 月
,

在短期内发现一批以周围神经病为

主要表现的病例
,

经现场调查及临床观察
,

证实为食

用
“

花炮盐
”
引起的铭中毒

,

现将情况报道如下
。

现场调查 患者都有近期食用
“

花炮盐
”

史
。

制造花炮时
,

用氯化钾和工业用硝酸钠合成硝酸钾
,

其副产品为氯化钠即
“
花炮盐

” 。
236 户 村 民 在 同

一时期内购买某个体户出售的
“

花 炮 盐
”

后
,

陆 续

有 了16 例患病
,

其中男性39 1例
,

女性 32 5例
。

年龄 3一

6 6岁
,

经统计学分析
,

发病与性别年龄无关
。

测定 11

份
“

花炮盐
”
的含蛇量为 30 ~ 2 2 5 Om g / k g

,

平均为

3 1 2
.

46 m g / k g
。

调查食用量及发病日期较清楚的 63 户

共 3 0 3例
,

发现 口服铂总量低于 10 Om g者约半数发病 ;

服 100 m g 以上者
,

则有80 %发病
,

有一定的剂量与反

应关系
。

临床表现 71 6例患者在食用
“
花 炮 盐

”

后 半

至 1 个月内发病
。

主要表现为乏力
、

食 欲 减 退
、

恶

心
、

呕吐及腹纹痛等 , 80%患者有四肢 酸 麻
、

蚁 走

感
,

双下肢沉重感
,

站立不稳
、

脚跟疼痛
,

逐渐向下

肢扩展
,

并可有手套
、

袜套样感觉减退
,

严重者有肌

萎缩
。

3 0 %患者有视力模糊 (限于条件末 作 眼底 检

查 )
,

14 % 患者有脱发
,

常发生在中毒后 8 ~ 15 天 内
,

经 2 ~ 3天头发
、

眉毛
、

胡须
、

腋毛 及阴毛 大 部 脱

落
,

但眉毛 内侧 1 / 3常不受影响
,

少数病例指甲出 现

白色横纹 ( M e e s纹 ) ,

各例皆无明显肝
、

肾损 害 的

表现
。

测定 1 17 5份尿佗
,

其中阳性标本 7 16 份
,

为 0
.

01 一

1
。
6m g L/

,

平均 0
.

06 8m g / L (正常人尿蛇为 O )
。
4 3 份

发沱为 。 .

36一 1 0 7
.

6 2产g /g
,

平均 19
.

63阳 / go

经用二琉基丁二酸钠按常规疗法治疗后
,

病情好

转
,

毛发在 1 月左右新生
,

尿铭含量逐渐下降
。

典型病例 李某
,

男
,
3 1岁

,

住院号 15
。

于 19 87年 2

月中旬开始食用
“
花炮盐

” (全家约食用 I k g)
, 3

月中旬发病
,

4 月上旬就医
。

发病时头痛
、

四肢麻木

酸痛
,

脚跟踏地疼痛加剧
,

行走困难
、

乏 力
、

胃 纳

差
、

腹痛
,

时有恶心
、

呕吐
,

发病半个月毛发开始脱

落
,

3天后大部分脱落
。

检查见 意 识 清
,

消 瘦
,

头

发
、

眉毛
、

胡须
、

腋毛
、

阴毛大部脱落
。

心肺正常
,

腹部检查无明显压痛
,

肝
、

脾未触及
。

双上肢腕关节

以下痛
、

触觉消失
,

双下肢膝关节以 下 痛 觉 减退
,

裸关节以下痛觉消失
,

双手握力差
,

下肢肌力+4 度 ;

步态不稳
,

两手震颤
,

膝反射减退
,

未引出病理征
,

脑膜刺激征阴性
,

眼底正常
。

化验检查
:
血

、

尿常规
、

网织红细胞
、

血小板计

数
、

肝功能
、

肌醉
、

尿素氮
、

骨髓象
、

脑脊液常规检

查等均正常
。

心电图正常
。

尿铭 0
.

gm g / L
,

发蛇 1 0 7
。

62

用g/
。

经用二琉基丁二酸钠治疗 3个疗程
,

并摘维生

素B : 、

B ` 、

肌氨酸
,

氯化钾等
,

自觉症状好转
,

体力

稍有恢复
,

毛发新生
,

尿铭下降至 。 .

O75 m g / L
。

患者妻子 ( 28 岁 ) 与儿子 ( 9岁 )
,

也 先 后 发

病
,

症状与之相似
,

尿铭分别为 。
.

35 m g / L 及 0
.

08

m g / L
。

讨论 经现场
、

临床资料综合分析
,

证实本次发

病原因是食用含有铭的
“

花炮盐
”

所致
。

蛇是稀有金

属
,

具有蓄积性
,

在环境中含量很少
,

非人体必需元

素
。

蛇可经呼吸道
、

消化道及皮肤吸收
,

国内
、

外都

有误食引起中毒的报道
。

本次发病人数较多
,

临床表

现较典型
,

经治疗虽有好转
,

但尚末完全恢复
,

需要

进一步随访观察
。

在目前使用工业化学物较广泛的情

况下
,

重视对毒品的管理
,

防止污染 环 境 及 食物
,

是十分必要的
。

冶金工业 185 例砂肺死因分析

上海市冶金局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葺莲棣 张希珍 王悉华

资料来派和调查方法 统计分析
。

本资料是铸造
、

耐火材料
、

铁合金等 10 家工厂自 润 查 结 果

1 96。年至 19 8。年 9 月间确诊为矽肺病的死亡病例临床 26 年来累计各期矽肺 9 89 例
,

死亡 185 例
,

全为男

分析
,
用交一个案调查表

,

计工种
、

工龄
、

确诊时期 性
,

病死率为 1 8
。

7%
。

死亡年龄 34 一81 岁
,

平均 5 9
。

1

别与晋级时期
,
死亡原因及死因诊断来源等项目进行 岁

。

死因诊断来源
:

组织学诊断 (肿瘤 ) 26 例 ( 1 4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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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 2 4 3例 ( 7 2
。
2 。% )

,

由家属提供 16例 ( 8
.

65% )
。

死亡患者工种分布
:

铸钢 (清砂
、

轧砂
、

造型 ) 72 例
,

占总数 3 8
.

9% , 耐火材料 (带哪
、

成型
、

窑炉 ) 51

例
,

占27
。

6% ; 砌炉工 41 例
,

占22
.

11 % , 铁合金 (轧

石
、

炉前加料 ) 7 例
,

占3
.

8% , 铸铁 峨例
,

占 2
.

2%
。

死于肺癌和各脏器恶性肿瘤最多
,

共 64 例 ( 3 4
.

6

% ) ,

居首位
,

其中 13/ 以上为肺瘤
。

第二位是矽 肺

合并结核51 例 (27
.

6% )
,

第三种是心脑 血 管 疾 病

( 18
.

9 1% ) ,

第四位是其它矽肺并发症 ( 10
.

8% )
。

耐

火材料工死于恶性肿瘤最多
,

占4 1
.

2%
。

铸钢清砂工

死因则以合并结核为主
,

计踢例
。

二者相 比
,

差异显

著
。

直接死于矽肺各种并发症者 71 例
,

其中死于感染

19 例 ( 2 6
.

7 6% ) ,

死于呼吸衰竭 18 例 ( 2 5
.

3 5 % )
,

死 于

心肺衰竭 1 0例 ( 1 4
.

0 8% )
,

大咯血 9 例 ( 1 2
.

68% )
,

气

胸 6 例 ( 8
.

45 % )
。

死亡季节以冬春居多数
,

占 7 5
.

2 9%
。

矽肺确诊后平均存活年限
: 1 9 6 5年以前为 1

.

83 年
,

随后逐渐延长
,

至 1 9 8 6年 9 月达 1 1
.

87 年 ; 平 均死亡

年龄由36
.

5岁延长至 6 2
.

5 2岁

讨 论

1
。

上海市冶金系统 10 家工厂 26 年来共死亡矽肺

患者 185 例
,

病死率 18
。

7 1%
。

其中铸造业矽肺病死率

(2 4
。

8% ) 居首位
,

其次为耐火材料矽肺 ( 1 2
。

4 1写 )
,

两

者死亡病例数占矽肺死亡总数的 91
.

35 %
。

以铸钢清

砂工为例
,

平均死亡年龄最小
,

为 5 4
。
9 4岁

,

平均接

触矽尘工龄最短仅 7
.

46 年
,

确诊后平均生存年 限为

8
。

7 5年
,

均较其它工种为短
。

因此
,

应加强铸造行业

与耐火材料行业的防尘工作
。

近年来因采用
“
了。

”

砂

(碳酸钙
,

含矽量为 3 ~ 8 % ) 等防尘措施
,

对降低

矽肺患病率与病死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2
.

本文中矽肺患者确诊后平均存活年限虽有延

长
,

平均寿命可到 6 2
。

5 岁
。

但与我国人 口平均寿命

68
.

9岁 ( 1 9 8 5 )相比还相差 6年余
。

3
.

本组资料示结核是主要死亡原因
。

应考虑口

服异烟阱能作预防性始疗
,

以异烟阱 0
.

3 / 日顿服
,

6

个月为一疗程
,

能降低矽肺合并结核率
。

4
。

矽肺患者平均寿命延长
,

心
、

脑血管病如动脉

硬化与心律失常等疾患发生率增高
。

临床与流行病学

调查表明
,

尘肺患者缺血性心脏病
、

缺血性脑病
、

脑

出血合并率高于一般人群
,

值得研究
。

葱乳

煎制中药致急性氯化汞中毒与化学性肺炎 1 例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王佩丽

翁 x x ,

男性
,

54 岁
。

因干咳
,

气急 5 天入院
。

尿汞 2
.

738 m g/ L
,

6
.

84 5 I n g / d多尿砷 。 .

479 m g / L (正常

患者从事中药加 1 2 0余年
。

1 9 5 6年 2 1月 2 6一 2 7日加工 值 o
.

2 2 3m g / L )
,

1
.

2 45 m g / d
。
1 2月 3 日口腔粘膜出现

佗 3了外用油膏
。

用雄黄
、

轻粉
、

蹂酸加热油搅拌
,

演疡
。

肺功能检查示轻度阻塞性肺气肿
。

9 天后胸片

有大量烟气外溢
,

患者当即出现呛咳
、

流泪
、

气急
,

示两上中肺野密度增高阴影已基本吸收
。
E sR 37

lmn
/

后有食欲下降
。

次日继续接触后呛咳剧烈
,

伴流泪
、

l h
。

1 月后胸片示两上陈旧性结核
,

两肺纹理增多
。

气急
,

并解稀便 4 次
,

大便无脓血及粘液
。

休息后咳 1 月巧 日肺功能示肺通气功能有明显 改善
,

表现为肺

嗽
、

气急等症状未见减轻
,

次日就诊
。

阳性休征有双 活量增大
,

呼气量
、

呼气速度均有改善
,

残气量
、

残

眼结膜及咽稍充血
,

两肺呼吸音稍粗
,

左中背部偶闻 气比值已趋 正常
。

经吸O : ,

抗生素
、

地塞米松及驱 汞

千罗音
。

检查血白细胞 15 x l 。 ,/ L
,

中性 0
.

93
、

淋巴 治疗 5 个疗程后
,

症状消失
,

尿砷 。
.

08 m g /L
,

尿汞

。 .

07
。

胸片示两上陈旧性结核
,

左上中及右上肺野有点 。
.

0 4理m g / L
,

诊断为 ( 1 ) 急性氯化汞中毒
,

化学性

状及小斑片状密度增高阴影
,

右下肺纹理增深
,

周围 肺炎
。

( 2 ) 砷吸收
。

模糊不清
。

给予吸 O : ,

地塞米松
、

抗生素等治疗后 自 3 月后随访
,

尿汞。 .

03 m g / L
,

胸片无变化
。

觉症状减轻
。

29 日气急
、

胸闷加重
。

30 日胸片示两上中 讨论
:
中药轻粉主要含氯化亚汞

,

雄黄主要为硫

肺野点状及小斑片状密度增高阴影增多
,

并有融合成 化砷
。

在
“
5 3 0

”

油膏的加工过程中烟气外溢
,

接触汞
、

片的倾向
。

1 2月 1 日入院阳性体征
: T 37

.

3 oc
,

R 30 砷蒸汽
,

引起急性氯化汞中毒
、

化学性肺炎 ; 砷吸

次 /m in
,

气稍急
,

唇轻度紫绪
,

球结膜及咽充血
,

齿 姐 收
。

急性氯化汞中毒可致化学性肺炎
,

但在本例的发

炎
。

入院后化验血W B C S
.

8 x 10 ’
/L

,

中性。
.

84
,

尿 病过程中
,

酸零和雄黄的刺激作用亦是一个不能忽略

砷
、

尿铅测定正常
,

尿汞。 .

3 27 m g L/
,

继续予以吸 0 : ,

的因素
。

抗生素
、

地塞米松等治疗
。

在二琉基丙磺酸钠治疗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