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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

向 近年来由于苯中毒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

例常有报道
,

请简单介绍有关该病治疗进展
。

答 苯中毒引起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再障 ) 属继

发性类型
,

所以首先应绝对禁止苯及其它影响造血系

统化学毒物的接触
。

治疗方法与原发性再障类同
。

轻

症可肌注大量丙酸辜丸酮 (每日 50 ~ 1。。m g )
,

口服

康力龙 (2 一 4m g ,

一 日 3 次 ) 或大力补
。

必须坚持 3

~ 4 月才能提高体内红细胞生成素以达到满意疗效
。

近年介绍达那哇 (d o n a z o l )
,

除刺激造血作用外尚有

免疫调节作用
,

也可试用
。

重型再障可考 虑 抗 胸 腺

(或淋巴 ) 细胞球蛋白注射
,

但需严格掌握适应症和

副作用
。

同种异体骨髓移植为当今急性或重型再障最

有效方法
,

但必需组织配伍的供髓者
,

并应安置在移

植中心治疗
。

输血可酌情考虑
,

但以输浓集红细胞为

佳
,

以避免抗白细胞和血小板抗体的产生
。

胎肝悬液

输注尚在实验阶段
,

作用未肯定
,

尚不能推广
。

除非

有出血
,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疗效不满意
。

( 丁训杰 )

问 测定生物材料中的锅有那些方法 ?

答 以往测定生物材料中的福多用双 硫 腺 比色

法
,

但由于此法灵敏度低
,

易受干扰
,

样 品需 用 量

大
,

操作麻烦费时
,

目前已逐渐被仪器分析方法所取

代
。

在仪器分析方法中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阳极

溶出伏安法
、

中子活化分析法
、

X 线荧光分析法
、

同

位素稀释分析法均较灵敏和可靠
。

其优点是中子活化

分析法
、

X 线荧光分析法和同位素稀释分析法可用于

测定固态和液态样品
。

另外
,

中子活化分析法和X 线

荧光分析法可进行无损伤性体内福测定
,

如由体表测

定肝
、

肾浓度
。

从方法的灵敏度来看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中

子活化分析法和同位素稀释分析法为可靠
,

因不需用

标准品标定
。

从方法的实用性看
,

仪器价格以阳极溶

出伏安法最便宜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简捷
,

目前应

用较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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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表臂用方差分析作统计学处理

映 C C场 所致肝损害尚欠灵敏
。

二
、

P A 是肝细胞合成的一 种快速转运 蛋 白
,

T R F亦在肝内合成
。
C口 ` 导致肝细胞受损后

,

影 响

了这两种蛋白质的合成
,

使血清P A
、

T R F含量下降
,

本

文接触 A 组有24 例 P A 在正常值以下
,

异 常 率 高 达

63
.

2%
,

唯一的 1 例 S G P T 异常者P A含量最低
,

表明

P A在判定 C CI
`所致肝损害中的敏感度超过S G P T

。

刀
一

LP 为低密度脂蛋白
,

肝细胞合成极低密度脂蛋

自进入血浆中转变而成
。

现 已知
一C CI ,与脂蛋自结合

,

因结构改变使 刀
一

功 从细胞内排出受阻
,

同时 C C I`

能导致极低密度脂蛋白分泌的抑制
,

从而 刀
一 L p 显著

减低
。

本文结果亦是如此
。

但有报告见大鼠实验中呈

现庄 LP 升高
,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C ,系肝细胞合成的一种快速反应物
,

其变化的影

响因素复杂
,

用于评价肝病尚存分歧
,

本 次 未 见 组

间存在差异
,

故难作分析
。

C `主要由巨噬细胞合成
,

推测 C C] 4作为外源性毒物可促进巨噬细胞功能活跃
,

增加 C 4合成
。

接触 A组 C ` 升高
,

但只与慢迁肝组才

有显著性差异
,

原因还不清楚
。

接触 A 组基本排除了 H B V 的影响
,

P A
、

T R F

明显降低
,

尤其是 P A的异常率为 6 3
.

2 %
。

证明cC .l

已对作业工人造成肝损害
,

但 S G P T 的异 常 率 仅

2
。

63 %
,

因此推荐 P A 可作为C a ` 接触者的肝功检查

指标
。

三
、

各组结果比较可见
,

两个接触组和两个肝炎

组皆有P A
、

T R F下降
,

但是 CC】4肝损害还伴有 介LP
降低和 C 4相对升高

,

慢迁肝兼有C 4降低
,

慢活 肝 则

P A下降尤著而无 刀
一

LP
、

C 4的改变
。

以上特点似 可

作为鉴别诊断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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