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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腐盐渗透而致伤
,

或产生大量热而合并热烧伤
。

本

组有的化学剂是在高热状态下由热力致伤
,

如热水泥

浆
,

电解铝液
,

沥青等; 但当皮表屏障一旦受损
,

其

内含的成分如水泥粉末
、

电解铝液中的氟等便会对人

体产生致伤作用
,

故其临床处理与单纯热烧伤仍有区

别
。

化学烧伤主要在急救与早期创面处理方面与单纯

热烧伤有较大不同
。

(一 ) 化学烧伤的急救处理是尽快脱离致伤剂
,

脱去污染的衣着后即刻用大量清水充分冲洗
。

现在无

论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都证明没有任何药物能优于用
大量清水充分冲洗

。

对酸碱烧伤用水冲洗所需的时间
,

实验室是以被烧伤的皮肤 p H恢复正常为标准
。

为此
,

50%碱烧伤需 1 2小时以上
,

30 % 硫酸烧伤需 2小时
。

目前
,

临床对皮肤烧伤一般定为 15 ~ 30 分钟
。

实验表

明
,

液碱烧伤超过 1小时
,

盐酸烧伤超过 15 分钟再冲洗

效果甚微
。

浓硫酸滴入兔眼角膜
,

若立即用水冲洗可不

出现烧伤
。

氢氟酸污染皮肤
,

如立 即用水冲洗可免于

烧伤
,

而 6 分钟后再冲洗则可出现严重烧伤 ; 故冲洗开

始的时间越早越好
,

所用水量亦应够大
。

本组有两例女工
,

年龄分别为 19 岁
、

21 岁
,

同时跌

入热稀盐酸槽池内
,

都立即跳出
,

同时用同一 口径橡皮

管冲洗
。

21 岁者经劝告方脱去污染衣裤冲洗
,

结果烧

伤总面积 48 %
,

深 亚
“
4 0%

,

植皮 5次
。

19 岁者立即行裸

体冲洗
,

结果烧伤总面积 24 %
,

且主要是浅 I
“ ,

经

一次小量植皮即愈
。

另一例
,

男
,

31 岁
。

98 %硝酸烧伤头面 及 两 手

背
。

伤后用清水冲洗
,

时间约3一 5分钟
,

手部水量大
,

面部水量较小
,

结果面部烧伤深 E
“

至 l
。 ,

且冲洗时流

到颈部的硝酸又导致深 I
“

烧伤
,

皆需植皮
,
而手背

则为浅 I
“

无需植皮
。

本组眼烧伤有 6例视力降到 .0 5以下
,

其中一例不

及。
.

1
。

究其原因
,

主要现场急救没有对伤眼 进行 充

分冲洗即匆忙转送 医院
。

相反
,

有一例为 4。%氢氟酸

烧伤两眼病人
,

伤后患者即用自来水冲洗
,

接着医虫

在局麻下用生理盐水
、

5%苏打水持续冲洗 8小时
,

继

之用氯霉素
、

氢考眼药水交替滴双眼
,

未曾使用 1 %

~ 10 %葡萄糖酸钙滴眼或眼结合膜卞注射等其它 治

疗
,

此例随访 20 年
,

视力没有损伤
。

以上诸例均说明及时充分彻底冲洗的重要性
。

(二 ) 创面初期处理与植皮
:

单纯热烧伤创面初

期处理是尽可能简单清创
。

而化学烧伤清创要求则要

剪除水泡
,

清除剥离的表皮及残存的化学致伤剂
,

尽

量做到彻底清创
。

若情况许可也可立郎切痴
, 以清除

化学剂
,

终止其致伤作用
。

本组病人清创后皆常规使

用中和剂
。

需植皮者共 30 例
,

共植皮 6 7次
,

最多一例

植皮 10 次
。

对我们教训最深刻的是两例浓硝酸面部烧

伤患者
,

伤后第 10 天切削疯并立即用大片 自体 皮 全
’

部覆盖灰有创面
。

术后病人对外观颇为满意
,

但后来

终因疤痕增生挛缩而需面部整形
。

我们体会化学烧伤

更易发生疤痕增生
,

故切削痴应尽量提前
,

并用厚
、

中

厚或全厚自体皮植皮
,

术后用弹力面罩
、

弹力绷带等

加压以减少疤痕增生
。

硫代硫酸钠和丙烯睛在体外作用的研究
上海医科大学金山医院职业病科 如匕志冲

丙烯肪为高毒类化工原料
,

广泛应用 于 合 成纤

维
、

合成橡胶和制药等工业
。

急性中毒时用硫代硫酸

钠治疗
,

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

生产过程中丙烯脯往往

污染操作者的皮肤而吸收中毒
。

有作者提出
,

皮肤污

染时用 5% 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或湿敷
。

为了证实硫代

硫酸钠在体外对丙烯脂的解毒作用
,

作了如下实验
。

材料与实验方法

材料 丙烯脯纯度为 9 9
.

9%
,

由上海石化总 厂 化

工二厂提供
。

硫代硫酸钠为上海荧光材料厂出品
,

纯

度为 99 %
,

配成 5% 溶液
。

实验方法 分别取 SOm g丙烯精与5% 硫代硫酸钠

溶液 Zom l
、

4 0m l
、

s o m l 混和
。

用 Z om l蒸馏水加入

8 0m g 丙烯睛作对照
,

再用蒸馏水以 1 : 生。。
、

:1 2 0 0
、

性10 0稀释
,

分别用气相色谱仪法分析丙烯睛含量
.

最

小检出量为 。
.

1 5 p p m
。

每份样品分析两次
。

结 果

本实验以不同量的硫代硫酸钠与等量丙 烯 肺作

用
,

以观察二者的化学反应
,

能否生成硫氰酸盐而达到

解毒的目的
。

结果见下表
,

提示未见丙烯脯减少
,

无

硫氰酸盐生成
。

讨 论

丙烯脯急性中毒时
,

除本身对神经系统具有麻醉

作用
,

尤其对呼吸中枢有直接麻醉作用外
,

丙烯脂在体

内释放出氰根
,

产生类似氢氰酸中毒的表现
。

因此
,

使用亚硝酸钠 一硫代硫酸钠治疗
,

具有特效
。

因氰根

在体内通过硫氰酸酶的作用
,

使氰根转变为低毒的硫

氰酸盐而排出体外
,

只要供应足量的供硫刘
,

体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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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园地
’

北方铁路厂段局部振动危害流行病学调查

沈阳铁路局吉林中心防疫站 李恒达 马

为了解北方寒冷地区铁路厂段手持振动工具工人

的职业危害情况
,

我们对沈阳铁路局吉林
、

通化
、

梅

河 口
、

图们地区的厂段进行了调查
。

主要对象为采石

凿岩工
、

桥隧工
、

机车钳工
、

铆工
、

铸造捣固工
、

锻

工
、

木工
、

油据工
、

轨枕捣固工
、

砂轮工共 4 83 人
,

对

照组为不接振的钳工
、

车工
、

电工
、

煤台工共部人
。

现场振动测定用国产 Z TJ
· 1型人体振动仪

,

按国 际标

准化组织
“

侧试规范与手传振动的评价
” (玛 O之D ls

6 3 4 9一 8 3 )进行测量
。

几种铁路常用振动工具如凿岩机
、

风镐
、

风铲
、

铆钉机
、

铸造捣固机
、

油锯
、

台式砂轮
、

风砂轮
、

木

工刨床等
,

手柄处最大频率计权加速度为 2
.

14 ~ 56
.

23

贵 李绪芬 王治 国 董乃梅 都 宏

~ 13
.

5 9米 /秒 , ,

中位数 5
.

2 6米 /秒气 对 4 83 名接振

工调查结果
,

主诉接振数年后 出现
“
白指

”

者 13 名

(2
.

69 % )
,

分布于凿岩工
、

桥隧工
、

机车钳车
、

机

车铆工
、

锻工
、

木工
、

油锯工中
。 “

自指
,

发病工龄
,

最低 4 年
,

最长 17 年
。

振动组手麻 ( 2 9
.

2% )
、

手胀

( 13
.

5% )
、

手掌多汗 ( 55
.

3% )
、

手怕冷 ( 34
.

6 % )
,

出现

率高于对照组
,

全身症状以头痛 (1 6
.

8 % ) ,

记忆力下

降 (4 4
。

7 % ) 为著
。

体征中冷水试验复温时间 > 30 分

钟阳性率
、

压指试验与握拳试验异常率
,

振动组高于

对照组
。

以上症状体征 义 , 检验均有显著意义
。

调查

结果表明
,

北方铁路厂段的局部振动作业对工人健康

有一定程度的危害
。

米 /秒 , ,

部分工种 4 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加速度 王
.

8

含苯作业女工健康状况观察

上海美术印刷厂医务室 陈宗棣

苯及其同系物甲苯
、

二甲苯作为有机溶剂在工业

生产中已被广泛应用
。

我厂用于凹版印刷的油墨和溶

剂就是苯及其同系物的混合物
。

我们对 1 9 73年先后入厂的20 名女工进行了历年来

健康状况的观察和分析
。

体检及临床观察发现
,

头痛
、

头昏
、

乏力较为普遍
。

一部分女工还有睡眠差
,

齿眼出血
,

皮下演成
,

咽红
,

领下淋巴结肿大
,

血红蛋白
、

红细胞
、

白细胞及血小

板降低等症状和体征
。

妇科检查发现
,

大多数女工出

现不同程度的月经异常
,

主要表现为月经紊乱
,

经血

量多
,

经期延长
,

淋漓
,

未发现子宫及附件异常
。

20

名女工已婚 14 人
,

已育子女 13 人
,

怀孕 1 人
,

孕期均

未发现异常
,

无先兆及自然流产史
,

无早产及分娩大出

血等不良倾向
,

其子女均生长发育 良好
。

选择年龄
、

工龄相仿而不同工种者作对照观察
,

结果未见普遍性头昏头痛
、

出血倾向及领下淋巴结肿

大等异常
,

亦无血像改变
,

月经均正常
。

经过观察分析
,

可以认为苯及其同系物会引起机

体的各种不 良反应
,

因此作业环境中苯
、

甲苯及二甲

苯对人体的影响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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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编号

丙烯睛

( m g )

不同量的硫代硫酸钠对等量丙烯脑的作用

5% 硫代硫酸钠 燕馏水 稀 释

溶液 ( m l) ( m l) 倍数

j 壑丝亚业趟唾壑迎里乙一
应有值 实测值

: 4 0 0

: 4 00

: 2 0 0

麦0
。

O

1 0
。

Q

1 0
。

0

10
。

O

10
.

0

1 0
一

2

八目Oón甘ǹ
02040

连 8 0 8 0 0 1 : 1 0 0 1 0
.

0 10
. 2

含的硫氰酸酶足够代谢大量的氰化物
。

这是体内由酶

参加的生化代谢过程
。

本实验结果提示在体外没有酶

参与的情况下
,

二者不起任何化学反应
。

如果皮肤或

物品被丙烯脑污染时
,

用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
,

仅是

一种稀释作用
,

与清水冲洗无异
。

(气相色谱 分析由上海石化总厂环保研究所庞正炎同 志

协作完成
,

特此致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