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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肺泡总面积所得的反映肺各功能单位平均

气体传送能力大小的指标 K co 进行 比较时
,

见接触组的弥散功能降低 ( P < 0
.

0 5 )
。

弥散功

能的改变除烟雾微粒本身的毒作用以及其有运

载毒性气体进入肺泡囊从而加强毒性气体对肺

组织的损伤外
,

小气道受损管壁痉挛
、

萎陷造

成的气体分布不均也可能是 K co 下降的原因

之一
。

烟雾吸入可引起血气指标改变
〔 3、 ,

从本组

结果看
,

尽管患者就诊较晚
,

其 中 8 例
.

尚进行过

高压氧疗程治疗
,

但仍有 4 例呈现低氧血症
。

其中 3 例肺功能有小气道功能降低
, 1例有弥

散功能降低
。

各指标的异常检出率以 P a CO
Z

及

P
( A 一 a )

O
:

为高
,

分别为 6 1
.

1%及洲%
。

动脉

氧分压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肺泡氧分压
,

两者

间也有一定差别
。

在分 流增加
、

换气功能障碍

时
,

P
( A 一 a )

O
:

可显著增大
。

本组患者 5 5
.

6% 胸

部 C T 扫描检查有轻度肺间质增生
,

43
.

8纬肺

功能有弥散功能障碍
,

这可能是 P
《A _ a

p
Z

增

高的一因素
。

而胸闷
、

气短症状导致过度换气

使 aP C O
Z

降低也与 P
( A 一 a ,

0
2

增高有关
。

综上可见
,

以聚氯 乙烯为主的变电器材失

火烟雾对近期肺功能的影响十分广泛
,

既有通

气功能障碍
,

也有小气道功能及换气功能的改

变
。

烟雾对本组患者远期肺功能的影响尚需进

行长期随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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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蛹中毒 1 例报告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刘兰芬 刘韵笙

我们曾收治 1 例47 岁男患者
,

于一周前因进食剩

蚕蛹十余个
,

两个半小时出现恶心呕吐
,

吐物为胃内容

物
,

呈咖啡色
,

腹泻 1 ~ 2 次
,

呈咖啡色稀水样便
,

在急诊室经大量输液
,

抗炎
, `

利尿等治疗
,

于第二夭

神志丧失
,

手足阵发性抽搐
,

用解痉
、

镇静药物等治

疗不见好转收入院
。

入院时病人神志恍惚
,

烦躁不安
,

时而大喊大叫
,

呼吸深大
,

大
、

小便失禁
,

全身肌束阵发性震颤
,

血压

16 / l o k P a ,

体温正常
,

瞳孔等大
、

正 圆 约 3m m
,

对光反射迅速
,

无面瘫
,

颈软
,

心肺未见异常
,

肝脾

未触及
,

脐周围压痛阳性
,

无包块及肌紧张
,

肠鸣音

5 ~ 6 次 /分
,

四肢活动自如
,

生理反射亢进
,

病理反

射未引出
。

C T扫描
:

脑组织未见异常
。

E E G :

广泛 中度三异

常 ; 血中钾
、

钠
、

氯及非蛋白氮均在正常范围内
,

肝

功能正常
。

便常规
:

正常
。

入院后用冬眠疗法
,

激素
、

能量合剂
、

维生素
、 日

抗炎
,

细胞活化剂及支持疗法等治疗
,

住院29 夭
,

之

后精神
、

神经症状消失痊愈出院
。

讨 论

本例因变质蚕蛹中毒
,

产生类毒素
,

引起胃肠道

症状
,

出现恶心呕吐
、

腹泻
,

神志障碍
。

蚕蛹内含蛋白质
,

肤类胆碱
、

生物素 (B iot 加 )

及其分泌醋酶
,

蛋白酶
,

磷酸化酶 (P h o s p优yl as e) 等进

入机体后
,

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免疫球蛋白之lg E ) ,

它吸附于血液中嗜碱性白细胞和组织中肥大细胞的表

面
,

当同一抗原反复进入机体时
,

与吸附肥大组织细

胞上的 堪 E 发生特异性结合
,

从而激活细 胞 内酶
,

致使肥大细胞释放出组织胺
、

肚类 ( S一 H T )等
,

致使

机体产生一系列改变
。

对于食用蚕蛹应注意 卫生
,

防止 食用 变 质蚕

蛹
,

以防中毒
。

建议卫生监督部门加强对这一食品的

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