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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肌和左伸趾婉肌仍有纤颤
,

最大随意收缩相和 振幅

无明显变化
。

排总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和远端潜伏期有

所恢复
。

两个月后随访
:

腕关节以下和足趾有麻木
,

可

扣纽
,

但缝衣时手不灵活
。

检查
:

四肤肌力 4 一 5
“ ,

上肢腔反射正常
,

膝反射减低
。

二下肢深感觉略差
,

感觉正常
,

直线行走略差
。

三个月后随访
:

手指和足

趾仅稍有麻木
,

已参加轻体力劳动
,

能编结毛衣
。

检

查
:
肌力5

“ 。

深浅感觉好
,

共济运动好
,

闭 目难立试

验 ( 一 )
,

直线行走可
。

手骨间肌萎缩已消失
。

肌电图

仅有左大鱼肌仍有纤颤
,

右伸趾短肌出现正锐波
,

最

大随 意收缩肌电位仍减低
。

胖肠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已

接近正常
。

讨 论

腆可以通过消化道
、

呼吸道和皮肤吸收
。

大鼠各

种途径给药 L D 。 。 相近约 6 0 m g/ kg
; L C S . 10 0一

39 o m g /M
3 ,

连小时
,

30 只中死亡以只
。

脐对粘膜有

刺激
,

对皮肤可引起接触性租过敏性皮炎
。

皮肤接触

液体可致灼伤
,

对角膜引起永久性损伤
。

全身毒性主

要是严重抑制中枢神经和损伤肝脏
,

对肾脏和溶血的

作用较轻
,

不产生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

而其 衍 生 物

— 甲腾对中枢神经抑制不明显
,

但可引起 严 重 抽

搐
、

肾脏损害
、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

海氏小 体 和 溶

血
。

二甲阱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与一甲拚相似
,

但不

产生明显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

阱的另一衍生物苯肪主

要引起溶血和造血改变
。

本例口服水合脐后
,

首先出

现严重恶心
、

呕吐 ; 随之发生意识障碍
,

脑电图有中

2 9
产

一重度弥漫性异常和一过性 S G P T 增高和微量蛋白

尿
。

发病后第 n 天出现典型周围神经炎的临床表现
,

肌

电图大小鱼肌
、

伸趾短肌
、

胖肠肌有纤颤
,

最大随意收

缩肌电位减少
,

呈混合相和单纯相
,

振幅大多降低
,

膝总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减慢
,

远端潜伏期延长 ; 但肝

脏损害不明显
。

治疗后
,

消化道 症状在24 小 时 内 好

转
,

意识障碍在 3 一 5 天恢复
,

半月后重复脑电图已

正常 , 而周围神经炎症状在第三周后才逐渐减轻
,

三

个月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

但肌电图左大鱼肌仍有纤

颤和最大随意收缩肌的振幅仍无增高
。

说明脐对中枢

和周围神经系统均有损害
,

而且后者更为严 重 和 持

久
。

H留 at i报告一例饮阱一口
,

消化道刺激和中枢神

经系统症状与本例相似
,

但肝脏损害严重
,

总胆红质

4
。

5一 6 m g / d l , S G P T 6 0 0~ 1 9 2 o u
,

L D H 65 0一 z 2 6 3 uo

经静脉用V it B ` 10 9
,

24 小时后意识和肝功能明显好

转
,

第 5 天恢复正常而出院
。

出院后一周
,

患者出现周

围神经炎
,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正常 ; 而尺神经和排肠神

经对刺激无反应 ; 肌电图正常
。

股四头肌活检为神经

性萎缩 ; 胖肠神经活检有严重轴退行性改变
。

视神经

检查亦提示双侧视神经病变
。

停用 V 儿 B幼月后
,

周

围神经炎自行恢复
。

H留iat 认为该例的周围神经病变

是大剂量 V it B 。
所致

,

与S he 别山n b世 g报告 7例每日应

用V it B ` 2一 69
,

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和病程相同
。

本

例每 日仅用 V儿B 6 30 m g
,

其周围神经炎显然是脐的毒

性所致
,

而与V it B ` 无关
。

适量的 V it B ` 对预防和

治疗胁中毒和过量异烟胁摄入等均有帮助
。

硝基苯和间苯二胺对肝脏的损害

— 连续三年随访

徐 麦玲
,

丁 钱
`

沈 国光
,

某化工厂的一个车间生产间苯二胺已有 30 年历

史
。

生产原料为硝基苯
,

加混酸
,

经硝化反应
、

精制
、

分离
、

铁还原
、

过滤
、

浓缩和蒸馏等步骤
,

最终得纯

度 98 %以上的间苯二胺
。

整个工序在硝化反应前为管

道控制连续加料
,

其后为人工间断加料
、

出料以及铲

除贮槽中的铁泥
。

每月硝基苯用量25 吨
,

制得间苯二

胺 20 吨
。

每年7~ 9月高温季节停产
。

进入车间即可嗅

及明显苦杏仁味
,

停产时车间内仍散发苦杏仁味
,

但

从未测定车间空气中硝基苯和间苯二胺的浓度
。

我科于 1 9 8 6` 1 9 8 8年连续三年对该车间工人在停

产期间脱岗疗养时分批进行健康监护
,

共检查 1 20 人

次
。

现将2 5名连续监护三年的结果报告如下
。

曹新莉
`

王忠耀
2

陈企 勋
,

材料和方法

一
、

一般资料

2 5名土人均系男性
,

年龄24 ~ 4 9岁
,

平均29 岁 ,

工龄 1~ 21 年
,

平均 6
.

4年
。

12 名工人有饮酒史 1~ 10

年
,

平均 5
.

7年 ; 每天饮白酒 1~ 10 两
,

平均 4两
。

幼

年曾有急性肝炎史 2名
,

1 9 8 8年初患甲型病毒性肝炎

3例 ; 参加本工作一年后曾有血清谷丙转氨酶 (S G P )T

升高史 1 例
,

以后均未复发
。

25 例就业前体检均未发

现肝脏肿大
,

肝功能 S G P T
、

Z n T
、

T T 均在正常范围

1
.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职业病科 2
.

徐汇区徐镇地段

医院 3
.

上海第八染化厂保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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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也无其他引起肝肿大的因素询得

。

HBs A g
、

抗 B Hs、

HBe A g
、

抗 刊日 e和抗 B He

二
、

健康监护内容 (简称 乙肝标志物) 和甲胎蛋白 ( AFP )
。

个别病人

除详细询间病史和全面体格检查外
,

重点检查有 作 B 型超声波检查和心电图检查
。

无皮肤粘膜紫绪
、

肝脏肿大 (肋下触及 ) I c
m )

、

网织 结 果

红细胞及海氏小体
、

肝功能S G P T
、

锌浓度 ( Z n T )
、

一
、

症状

雳香草酚浊度 ( T T )
、

? 一谷氨酸转肤酶 ( ? 一 G T )
、

白 /球 25 名工人的头昏
、

乏力症状较为明显
,

肝区疼的

蛋白
、

蛋白电泳
、

甘油三醋 ( T G )
、

胆固醇 ( hC )
、

发生率随着随访时间的延伸有所增加
,

呈现出明显的

刀一脂蛋 白 (刀
一

L P ) 以及 乙 型病 毒 性 肝 炎 病 毒 的 相关性 (表 1)
。

表 1 25 名工人三年间症状发生率的 比较

\

年份

症状

头昏 乏力 肝 痛 胸 闷 纳差 心悸 失眠 记忆力减退 腰酸 鼻蛆

王9 86 23

( 9 2% )

19

( 7 6 % )

20

(8 公% )

2 1

( 8 4 % )

1了

( 6 8 % )

17

( 6 8 % )

( 8 % ) ( 1 2% ) ( 4% ) 入
% )

良
% ) (

乏%
)

1 98 7
( 2 4 % ) ( 1 2 % ) ( 4 % )

1 1

( 4 % ) ( 4% )

1 9吕8
( 3 2% ) {

8 % )

( 4写 ) ( 4 % ) {
哇% )

1 9 86 : 1 9 8 7

19 86 : 1 9 8 8

> 0
.

05

> O
。

。 5

> 0
.

0 5

< 0
。

0 5

> O
。

0 5

< O
。

0 5

二
、

体 征

每年第一批脱肉检查者及 1 9 8 8年下车间生产现场

检查时
,

发现工人的手部皮肤均有不同程度黄染及 口

唇
、

指 甲床
、

耳垂轻度紫纷
。

而第二
、

三批脱岗两周

以上工人 已无上述体征
。

在三年随访中肝肿大发生率

从无增到 1 0例
,

有非常明显增加 ( P < 0
.

0 2 ) (表 2 )
。

表 2 三年随访肝肿大发生率的比较

年份 肝肿大例数 ( % )

1 9 8 6

1 98 7

1 9 8 8

(0 )

(1 2 )

( 4 0 )

< O
。

0 1

三
、

实验室检查

1 9 8 6年和 1 9 8 8年体检时各有 6例工人周围血网织

细胞增多
。

I D 8 8年工人脱岗前
,
我们下车间检查了 22

名在岗工人周围血海氏小体
,

其中 8例 阳性
,

最高 1例

1 0 00 只红细胞中找到 2 5个海氏小体
。 一过性 S G P T 升

高 1例 ( 58 u ), 白细胞减少 6例
,

竹
·

m
’

异常者2例
,

其

中 1例1 9 8 7年检查已有增高
。

A F P有 ; 例在 1 9 8 7年检查

时增高 ( > 切 o n g /m l)
,

两周后即回复正常
,

该例曾

作 B 型超声波检查
、

C T 检查
,

并于 1 9 8 8年随访
,

肝脏

未见明显异常
。

8 名土人 乙肝标志物阳性
,

少数工人

血 T G和介 L P 增高
,

而胆固醇正常
。

其他肝功能均

未见异常
。

胸闷工人 3例作
J

臼电图检查也未见明显异

常 (表 3 )
。

气
表 3 各项实验室检查阳性率 (阳性人数 /实检人数 % )

H b 、 v e X 网积 海氏

< 1 09 ( 4 0 00 R B C 小体 G p T

% > 1
.

5% ( 十 ) > 4Q u

Z n T

> S U

T T

> 4 U

丫一

G T

> 4 0 U

A F P

) 2 0

n g / m l

乙肝

标志

( + )

C h

> 2 50

m g %

T G

> 13 0

m g %

月
一

L P

> 6 0 0

m g %

年份

4
.”ù
月

。山̀。,白尹222了
」n时几.

j..1 98 6 o / 2 5 4 / 2 5 6 / 23 0 / 1 9 0 / 2 5

二公% 2 6 %

1 / 1 5 1/ 1 5 一 一 1/ 22

6。
7% 6

.

7 % 4
。

5 %

0 / 2 2 1 / 2 2 5 / 2 4 8 / 2 2 0 / 2 4

4
。

5 % 2 8
。

5 7% 3 6
.

3 6%

0 / 2 5 0 / 2 3 0 / 2 3

1 9 8 7 0/ 2 2 1 / 1 0

10 %

2 / 2 3

0 / 24 0 / 2 4

1 98 8 0 / 2 4 0 / 2 4 0 / 1 8

1 / 2 3

4
。

3%

可 2 2

5 / 1 1

45
。

4 5%

8 / 24

3 3沁

3 / 2 4

1 2
.

5 %

3 / 2 4

1 2
.

5%

4 / 2 4

1 2
.

5%

3 / 2 4

1 2
。 5%

4 / 24

1 6
。

6 7%

2 / 2 4

8
.

3 3%

恕2公0/00//

1 9 8 6年脱岗后检查
,

19 88 年在生产岗位上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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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肝肿大发生与饮酒
、

乙肝标志阳性的关系

1 0例肝肿大工人均否认有肝炎史和肝炎家族史
。

肝肿大与饮酒
、

乙肝标志物阳性率的关系
,

经统计学

处理
,

未见明显相关性 (表封
。

表 4 肝肿大发生率与饮酒
、

乙肝标志阳性的关系
. , 社 . . . 叫 . . . . . . . 曰 . . . . . . . 口 . . . . . . . . . . . . . . . 口 . . 口.

一一
例数 肝肿大数

饮酒史
饮酒

不饮

1 2

1 3

5 0

3 0
。

7 7
> 0

。

0 5

乙肝标志
阳性 8

阴性 17
3 5

.

29 > 0
.

0 5

讨 论

本文 2 6名工人均有长期反复的硝基苯和间苯二胺

接触史 ; 有乏力
、

头 昏
、

肝痛等主诉 ; 在岗或离岗后短

期 内均发现手部皮肤黄染和 口唇
、

指甲
、

耳垂等部位

有不同程度的紫绪存在 ; 2 6 ~ 2 8
.

5 %的工人周围血网

织细胞增多
,

8例 ( 30
。

2 % )工人红细胞中找到海氏小

体
,

虽缺乏车间空气中毒物浓度测定
,

但这些工人在

临床上无疑体内已有硝基苯和间苯二胺吸收
。

从我们

对这些工人三年随访的结果支持肝肿大的发生率逐年

增加
,

不能用饮酒与 乙肝感染来解释
,

因此可初步认

为与长期反复接触毒物可能有关
。

目前对慢性中毒性肝病尚缺乏特异的诊断指标
,

因此诊断还要依赖毒物接触史
、

毒物吸收证据
、

临床

表现
、

实验室检查有无肝功能损害以及排除其他病因

引起的肝脏病变
。

在无肝穿刺病理检查结果的 情 况

下
,

乙肝标志阳性
,

不能否定中毒性肝病
,

也可能乙

型肝炎与中毒性肝病并存
。

为能早期和确切诊断毒物

引起的中毒性肝病
,

今后应从传染性肝炎和中毒性肝

病两方面寻求特异和高敏的肝功能试验
,

而在现有条

件下
,

还需动态观察和综合性诊断
。

本文有 1 例在 1 9 8 7年随访时
,

肝脏不肿大
,

肝功

能正常
,

乙肝指标阴性
,

该工人A万 P呈一过性增高
。

1 9 8 8年随访时
,

虽肝功能和 A F P 均正常
,

但肝肋下

可触及 2
.

oc m
,

曾作 B 型超声波检查和 C T检查
,

均

未见占位性病变
。

A F P假阳性常出现在急
、

慢性肝炎
、

肝硬化等肝脏病变
,

且持续时间短暂
。

已知 乙型肝炎

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癌发生的关系密切
。

目前尚未见

中毒性肝病与原发性肝癌发病关系的报导
,

而 A F P

的检测已在各医疗单位广泛开展
,

故建议对于接触亲

肝毒物的工人在每年健康检查时
,

将 A F P 的检测也

作为一个常规指标
,

以积累这方面的资料
。

中药补血糖桨对慢性苯中毒的疗效观察

沈阳市中医研究所 张秀奸

在城乡 (镇 ) 工业生产中
,

接触苯作业工人的不 2
。

阴虚火旺型 症见心悸
、

心烦少寐
、

牙酿出

断增加和生产工艺
、

防护措施还不尽完善
,

以致慢性 血
、

手足心热
、

头痛
、

头晕
、

舌质红
、

脉细稍数
。

苯中毒的病人时有发生且疗效不佳
。

本文的目的在于 三
、

疗效观察

应用中药组成补血糖浆来探索观察对该症候的疗效
。

经三个疗程治疗
,

头痛
、

健忘
、

心悸疗效显著
,

一
、

临床资料 头晕失眠
、

多梦
、

倦怠
、

记忆力减退及牙娘出血等症

1
。

观察对象 本组共观察 21 例
。

其中男性 6例
,

状明显好转
。

用药前每周测定一次白细胞
,

共测三次
,

女性 15例
,

年龄 28 ~ 5 3岁
。

均有苯作业接触史
,

以喷 取其平均值 ; 用药后每疗程末测定一次 白 细 胞
,

共

漆工人为最多
,

其次是分析工
、

修理工
、

成型工
、

刷 测三次
,

计算平均值
。

从下表可见用药后较用药前均

油工
、

制药工
、

保管工
、

硫化工及缩合工等
。

工龄最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短 2年
,

最长 22 年
。

四
、

讨论及结术语

2
。

方剂及疗程 补血糖浆组成
:
黄蔑 20 克

,

红 慢性苯中毒以中医辨证多呈现心脾两虚型和 阴虚

人参 15 克
,

当归 20 克
,

丹参 20 克
,

熟地 20 克
,

陈皮 1 5 火旺型所致头痛
、

头晕
、

健忘
、

少寐
、

心悸
、

倦怠
、

克
,

远志 20 克
,

炒枣仁 20 克
,

甘草 10 克
,

并按分型加 牙眼出血
、

手足心热
、

舌质淡或红
、

脉细 弱 或 稍数

减
。

心脾两虚型加白术巧克
,

山药 15克 ; 阴虚火旺型 等
。

心脾两虚型以补气养血安神法为主
,

阴虚火旺型

加知母 1 5克
,

生地 15 克
,

减红 人参
。

以养阴清热为主
。

方中黄蔑
、

红人参
、

陈皮益 气 扶

二
`

辨证及分型 正
,

当归
、

丹参
、

熟地养血补血
,

炒二枣 仁
、

远 志安

1
。

心脾两虚型 症见头 痛
、

头 晕
、

心 悸
、

面 神
,

甘草和中
,

白术
、

山药补脾
,

知母滋阴降火
,

生

黄
、

食少倦怠
、

健忘少寐
、

苔白质淡
、

脉细弱
。

地养血清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