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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较严重时
,

见到在进食及谈话时咀嚼肌发生痉挛

性搐栩 , 更晚期则有突然的晕厥
,

晕厥常伴有癫痛性痉

挛的发作
,

有时可咬伤舌头并不 自主地排尿
。

在一些

病例中此种发作重复出现
。

在停止接触后发 作 即 消

失
。 ”

本调查癫痛样抽搐者表现与文献相符
。

在17 名

抽搐患者中
,

体检资料完整者有 12 名
。

总结 调 查 资

料
,

其中有中度及重度脱发者 1 0名
,

指甲变色 9 名
,

神经衰弱 6 名
,

肝脏肿大 7 名
,

洋项 S G P T高于正常

者 5 名
,

12 名患者的肝功能均属正常
,

朋 v 系列均

为阴性
,

夕球蛋白自身对比降低 20 %者 9 名
。

说明癫

痛样抽搐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慢性氯丁二烯中毒的

其他症状和体征
,

而且一 经调离即停止发作
。

由此证

实抽搐是接触氯丁二烯所致
,

且为较特异的神经系统

症状
, 一

并非一般神经科疾患
·

19 7 8年以后由于生产设

备改进
,

_

空气中污染浓度降低
,

再未 见有抽搐患者
,

说明抽搐的发生丰要与氯丁二烯的接触浓度有关
。

因

此加弧防护和及时调离
,

将病变控制在可逆阶段极为

重要
户

.

95 名接触组工人脑电图
,

无论用 C Oh n 氏标准还

是用脑电波指数分析与对照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
,

但

接触组⑧与对照组相比 a 指数均有明显降低
,

刀指数明

显增高
。

神经电生理研究认为
:

刀波增多与大脑皮层

功能失调有关
。

本研究认为氯丁二烯对神经系统的慢

性损害属大脑皮层的功能性改变
,

但若不及时调离是

否会继续发展而造成器质性脑病有待进一步研究
。

某 乡 镇 企 业 锑 性 皮 炎 调 查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雪芹 白 锋

我市某乡镇锑品厂于投产后车间工人陆续发生程

度不同的急性皮炎
,

发病严重时影响正常 生 产
。

为

此
,

我们于 19 8 9年 4月对该厂进行现场及工人皮炎发

病情况调查
。

一
、

工艺情况及防护措施

该车间将粗三氧化锑 (含量邪 % ) 提炼成精三氧

化锑 (含量 99
。
5 % 以上 )

。

其间需用浓盐酸和氨气
,

盐酸和氦气由管道输送
。

进料和出料人工操作
,

并有

数十吨成品堆放在车间一 角
,

使大量三氧化锑 粉 飘

散
。

厂房内靠自然通风 (仅装一 台换气扇 )
。

工人操

作时着装 (普通布工作服
、

,

手套和口 罩)
,

工作后极

大多数人不及时换洗衣服
、

洗澡和洗手
。 _

二
、

临床资料

1
.

一般情况 该车间工人入厂前均景当地身体

健康的农民
,

共18 人 (男 16 人
,

女 2人 ) ; 年龄 18 一 28

岁
,

平均年龄 2 2
.

4岁 工龄 1一 6月
,

平均工龄约 4个

月
。

体检时15 名男工存在急性皮炎症状
,

发病率高达

8 3
.

3%
。

3例未发病者平 时较为注意个人卫 生
。

2
.

发病时间
’

15 例皮炎出现时间距接触三氧化

锑最短为 1个月
,

最长为 5个月
。

子检查前半月内发病

者 10 例
,

占6 6
.

6%
。

念
,

临床特征 轻者于暴露部位 (面部眼周
、

鼻

翼两侧
、

口周
、

耳后
、

颈部
、

前臂) 有散在粟性大小

的红色丘疹
,

自觉瘦痒
,

近愈时皮损处皮肤干燥
,

有

糠样脱屑
。

重者全身散在局部成簇的丘疹
,

间有小水

疤或小脓疤
,

奇痒难忍
,

遇热更甚
,

抓破后有少量渗

出 ; 尤以腋下
、

胭窝
、

臀部
、

腹股沟及阴囊 部 位 为

多
,

间有糜烂
,

结痴愈合后遗留色素沉着
。

3例阴囊

各有 1 个黄豆大小的溃疡
,

周围充血水肿
。

皮疹成批发生
,

此起彼伏
,

迁延不愈
。

随着皮疹

出现时间的不同
,

同一病人可见到不同时期的皮损
。

林息后好转或消退
,

再次接触则新发或复发
。

三
、

讨 论

三氧化锑可引起皮肤损害
。

锑粉尘很细
,

易透过

衣服而使任何部位均可发病
,

特别是腋下
、

腹般沟
、

四肢屈侧
、

臀部
、

胸及背等多汗及易摩擦的部位
。

热

季发病突出
,

冷季则痊愈
,

有的全年迁延不愈
。

本调查根据皮炎无一定潜伏期
;
同工种多数人发

病
,

发病率高达 83
.

3%
, 随着气候转暖

,

近半月内发

病者占66
.

6 % 3例未发病者较为注意个人卫生 和防

护 ; 短期脱离接触可自愈
,

再次接触又有新发或复发

等情况
,

接触性锑性皮炎可确立
,

国内曾有报道
,

皮

炎可能与机体的免疫反应有关
,

但未作实验证实
。

该车间应改革工艺
,

进行密闭的机械化或自动化

生产
,

教育工人加强个人防护
,

减少暴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