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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3 1例急性光气中毒谈现场抢救的重要性

化工 部工业 卫生处 王 白齐

光气归0 CI , 、是生产农药
、

塑料
、

军工产品的重 三
、

抢傲措施

要原料
,

应用广泛
。

我国生产和使用光气的企业达 30 光气中毒虽为光气生产企业的主要职业 中 毒 事

家以上
,
年产量约 4 万吨

。

由于光气有着剧 烈 的 毒 故
,

病死率也极高
,

但光气中毒死亡病例中抢救不力

性
,

约为氛气的10 倍
,

发病潜伏期较短
,

治疗不当
.

或根本未经抢救治疗者仍 占相当数量
。

常致死亡
。

现就我们收集到的 3 31 例光气 中毒作一 简要 经分析
,

20 例死亡病例中
,

可分为以下 4 种 情

分析
,

以期找出抢救中的关健所在
。

况
:

① 不了解光气毒性
,

因此在早期未给预防肺水

一
、

发病情况 肿的治疗措施者 9 例
,

占45 %
, ② 因卫生所无人值

据事故报告统计 , 19 6 4年至 19 8 8年的 25 年间
,

约 班
,

或根本未给抢救措施者 2 例
,

占10 % , ③虽经正

发生生产性光气中毒 3 31 例 , 其中死亡 20 例
,

病死率 确
、

及时抢救
,

但因病情危重致死者 7 例
,

占3 5沁 ,

为 6 %
,

略高
一

「国外文献报道的 1 ~ 4 %
。

刺激反应 ④ 抢救情况不明者 2 例
,

占10 %
。

加中毒共 704 例
,

病死率为 2
.

8 %
。

根据上述分析
,

设备事故和违章操作造成光气泄

在31 个生产光气的企业中
,

发生过光气中毒事故 漏中毒
,

个人防护缺乏和现场抢救不力是造成光气中

的巧家
,
约为 60 %

,

说明发生光气中毒事故是十分普 毒致死的主要原因
。

加强现场抢救则是抢救成功的重

邀的
,

急性光气中毒是光气生产厂工人的常 见 职 业 要环节
,

本组病例中65 纬的死亡者并未经过认真抢
.

救
。

病
。

我们认为
,

加强光气中毒的观察对象管理和医学

二
、

事故康因 监护是提高抢救成功率的关键 l 亦即不论何种场合
,

33 1例光气中毒病例发生于 37 起事故中
,

其中违 一旦确认有光气吸入
,

无论有无症状
,

均应列为观察

反操作规程而发生事故的约占64 %
,

设备事故 占30 %
,

对象
,

并应受到24 小时严密观察治疗
。

观察期的病人

二者共 占94 %
。

中毒致死的 20 例中
,

因不戴面具而大 关键在于早期预防肺水肿的发生
。

主要措施是给氧气

量吸入光气的为 12 例
,

占致死的 60 % , 虽戴面具
,

但 吸入
,

早期给予足量激素
,

连续进行X光胸片检查
,

面具失效
,

未起到防护作用仍大量吸入光气致死的 5 特别是严格限制体力活动
。

例
,

占2 5 % j 二者共占85 %
。

分离肺细胞进行有关的尘肺研究

暨南大学医学院 司徒锐

吞 噬矽尘的肺泡巨唆细 泡和肺 I 型上皮
、

成纤维

细胞
.

中性白细胞之 间的相互作川
,

在矽肺发病中是

不容忽视的环节
。

综观矽肺结节形沧发主发 展 的 研

究
,

矽肺结节确与下述几种细胞密切相关
,

即肺泡 巨

噬细胞
、

肺 I 型上皮
、

成纤维细胞
、

中性白细胞
、

单

核样细胞与淋巴细胞
、

浆细胞等
,

尤其是 前 3 种 细

胞
。

如何将这几 种细胞分别从活体状态 下提取出来
,

在体外进行细饱与细胞 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

是深入

开拓尘肺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

一
、

肺泡巨唾细胞的提取

肺汽 卜t噬编胞对 51 0 : 具强大的吞噬能力
,

但很

快又被 is C : 沂损伤
。

巨噬细胞属免疫细胞
,

有多种

功能
,

是研究细胞吞噬粉尘
、

细胞免疫和分子免疫学

的重要对象
。

兹将提取步骤简介如下
。

(一 ) 完整取 出气管及全肺 (无菌操作 )

大 鼠 (重 约 20 0 ~ 3 0 0 9) 以 5 % 的 氯 胺 酮

(K 叫姆m i n e H几 ) 0
.

6~ 0
.

7弓m l 作腹腔注射 , 剃毛备

皮
,

碘酒消毒皮肤 `颈
、

胸
、

兀
_

) 后 ; 暴露气管擂入

1 6号针头
,

并固定
。

开腹
,

切断下腔静脉放血后开脚
,

切开左房与右宁
。

自右家切 口擂入带球针头
,

指向肺

动脉
,

固定针头
。

以 s o m l无钙
、

镁的冷 H B S S 自右

室注入作多次肺灌洗
,

同时自气管插管以橡皮球打气

使肺膨胀
,

并细心使心
、

肺 (气管插管以上 ) 完整地

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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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收取气管
、

支气管
、

肺冲洗物 ( 1即阳Lg e )

以无钙
、

镁的冷H B S S S一10 时
,

无菌操作反复

自气管注入并按摩冲洗 6 次左右
,

收集的冲洗液
,

一

般可获 70 ~ 90 x
10

.

细胞
,

其中肺巨噬细胞占大多数
。

(三 ) 肺泡巨噬细胞的培养

肺泡巨噬细胞容易获得
,

便于培养
。

上述获得的

细胞可以进行纯化
,
因属不繁殖型

,

细胞群在良好条

件下仅能生活 2 ~ 3 周
。

虽也有建成无限细胞系者
,

但一般难以长期生存
,

多用作初代培养
。

初代培养的

要点是
,

利用巨噬细胞极易附着于玻璃表面的特性
,

使静置于培养皿数小时后
,

再用培养液或P B S冲去其

P M N激活的 T 淋巴细胞
、

I 型上 皮细胞等
,

剩余的

肺泡巨噬细胞纯度可达邪%
。

如法再次培养过夜 (2 4

小时 )
,

其纯度可达 98 %
。

培养用多种培养基如 E ag le , 1 0 9 ; N C T C
一 2 3 5 ,

R P M卜 2 6吐。 , M E M
a 1P ha

; H a
m
一

1 2 等
。

培养基中

常需加 10 ~ 30 %小牛血清
,

最好在 5 % CO : 、

p H 7
.

2

的环境下生长
。

二
、

肺 I 型上皮细胞的提取

在实验性矽肺的早期矽结节中常可见 I 型肺泡上

皮参与
。

事实上
,

许多种尘肺病变中均见 I 型肺泡上

皮的存在
。

其存在究有何意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

近

年来对提取肺 I 型上皮摸索了较成熟的办法
。

提取的

关键是使肺 I 型上皮细胞酶化
,

脱离基底膜
。

具体作

法是
:

在取出全肺
、

收取支气管及肺冲洗物后
,

需进

行酶化
,

目的使肺 I 型上皮脱离基底膜
。

以弹 力 酶
-

胰酶 (曰 a s at s e ( 1
.

i 7iln ) -
切押

s i n ( 1
.

2 5 m l )〕 溶 液

15 m l左右自气管注入
,

并使全肺浴于 3 7
.

C性理 盐 水

20 分钟 (每隔 5 分钟加入 5 ~ 10 m l上述的蛋 白 酶 溶

液 )
。

而后 自水浴移出肺
,

从气管注入 10 m l 蛋白酶

抑制剂
。

游离心
、

气管
、

大支气管与大血管后
,

全肺

切碎成 l m m
3左右的肺糜

。

将肺糜移入胰化瓶内
,

加

入30 m l蛋白醉抑制剂
,

置于冰盘内搅拌的同时 需 抽

气使肺糜沉淀
。

以孔径 160 产m - 一 ) 37 产m一 ) 15 产m

的尼龙纱布逐级过滤
。

将滤液收集于离心 管 旧 e e
-k

m a n 灿 b e) ,

于 4
O

c离心 10 分钟
。

倒去上清液
,

将

细胞沉淀悬于 I Om l内含 20 %小牛血清双抗的 D M E M

培养基内
,

置于直径 10 o l n l l l的培养皿内
,

在 5 % C O Z 、

3产 C下培养
。

3 小时后
,

移出尚未粘连的悬 浮 细 胞

(肺 I型上皮 ) 到直径 100
1n 刀n的新培养皿内

,

培养

2 4小时
。

以胰蛋白酶 / E D T A / H eP es 消化
、

游离收集

肺 I 型上皮
。

此时
,

一般可得 6~ 10 x 1 0 .

细胞
,

其中65

~ 刊%为肺 I 型上皮
。

如将此皿再培养过夜
,

可提高

其百分率达85 ~ 95 %

证实肺 I 型上皮最可靠的方法是以荧光素磷 3 R一

户
。 S P hj 叭 e作标记

,

可在荧光显微镜下呈顺粒性亮绿

色强荧光 (板层小体 )
。

也可作半超薄切片
, T即介垃

b h拍染色或透射电镜证实
。

要注意的是
,

所得的肺 I型上皮
,

培养 4
、

5天

即渐行停止合成肺 I 型上皮特有的二棕桐酞 卵 磷 脂

(P P )L
,

且渐失去肺 I 型上皮的形态
,

故每次实验均

应取其新鲜细胞
。

此外
,

如果具有流式激光细胞 测 定 仪 ( F lo w

L aS Ser C丫比m以
r y )

,

可直接用 3
--R p ho sP hi n e 标记

I 型上皮从混合细胞的悬液中得到其所占的百分率
,

根据悬液的细胞总数即可算出其绝对数值
。

我们用这

种测定仪证实了正常 W ISI 迫 r 大鼠的肺 I 型上 皮数约

3
.

0 ~ 4
.

8 x 1 0 . ,

而染矽尘后的第 1 5天可高达 1 3 3~ 1 5 0

x 1 o . ,

客观地说明了实验性矽肺的早期确有 I 型 上

皮的增加
。

三
、

肺成纤维细胞的提取

按常规以肺组织作原代培养
,

比较容易得到肺成

纤维细胞
,

但往往传至十余代时其繁殖力即 渐 行 减

弱
。

故一般常采用 已建立的无限细胞系
,

如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建立的 ZB S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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