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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通过血脑屏障
,

因而促排作用较弱的谷胧

甘肤就不易发挥络合促排作用
。

动物实验证明谷胧甘肤的急
、

慢性毒性均

很低
,

小鼠口服 L D
s 。

为 1 2 5 0 o m g / k g
〔5 , 。

将 3 0~

30 0m g/ gk 连 日注入家兔和狗的静脉共 26 周
,

始终未见异常
〔̀ 〕。

本次临床观察用药剂量为每

日 3 00 m g
,

观察期间总药量为 8 4 0 0m g
,

未发现

任何毒副反应
,

说明本药 口服是十分安全的
。

根据以上观察结果夕我们认为谷胧甘肤 口

服安全方便
,

无毒副反应
,

对砷和铅的病人有

丫定的改善症状和促排作用
,

因此可作为治疗

砷和铅 中毒的一种主要的辅助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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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乙猜中毒死亡 1 例

陕西省宝鸡市卫生防疫站 杨海峰 张宝玲

我市某化工厂于 1 9 8 8年研制一项乙腊加工精炼工

艺
。

在试制过程中
,

一名负责工艺的技术员发生急性

中毒
,

因抢救无效死亡
,

现报告如下
。

患者熊某
,

男
,

40 岁
,

既往有高血压
。

1 9 8 8年 3

月 1 一 3 日的试制中
,

有 4 人在现场操作
,

乙睛用量

较大
,

患者熊某一直在现场紧张工作
,

并两天打开脱

水釜换氯化钙一次
。

3 月 3 日上午n 时 30 分左右
,

熊

某出现大汗淋漓
、

恶心
、

面色苍 白
、

头 昏
、

呕 吐
、

定向力差
、

步态不稳等
。

该厂医务人员奔赴现场时见

其脉搏细弱
、

呼吸浅慢而不规则
、

血压测不到
、

瞳孔

缩小等体征
。

静注葡萄糖 8。间
、

V
一 C 5 0 n力名后

,

送

往驻市解放军某医院抢救
。

在途中病人 出现 抽 搐
、

呕吐
、

呼吸深慢
,

进入昏迷状态
。

下 午 3 时
一

左 右 住

院
。

入院所见 ; 两瞳孔缩小后很快散大
,

直径约 s n 刀 n ,

光反射消失
,

眼球固定
,

眼底出血
,

右侧出现突眼
,

四肢未梢紫绪
、

颈部轻度强直
、

呼吸深慢
,

两肺底有

散在湿罗音
,

血压 2 0
.

7 5八4
.

l ok P a ,

心率 4 0次 /分
,

心

律不齐
,

腹部无异常
。

虽经抢救
,

但患者病情持续恶

化
,

出现呼吸衰竭
、

心脏停搏等
。

多次使用呼吸兴奋

剂
,

心脏复苏术
。

终因抢救无效于 1 9 8 8年 3月 10 日死亡
。

最后诊断
: ( 1 ) 乙睛

、

丙烯腊中毒
;

( 2 )高血压

病
: ( 3 )并发中毒性脑病 ; (4 )急性呼吸

、

循环衰竭
。

事故发生后
,

模拟现场采样
,

合成车间乙腊浓度

监测结果
:

未开锅时
,

10
.

99 m g/ m , ,

翅标2
.

6倍 , 开

锅时
,

32
.

62 m g / m
s ,

超标 .9 8倍
。

讨 论

该病例临床表现与有关 乙睛
、

丙烯腊中毒表现是

一致的
。

结合现场生产情况及监测结果中毒的诊断是

可以肯定的
。

五个多月的多次试产过程中
,

为什么发

生急性中毒
,

这有两种可能
:

其一是毒物在体内蓄积

作用
,

而 乙睛在体内无明显的蓄积作用
,

否定这一说

法
;

其二 乙腊毒性不象无机氰化物那样 急 剧
,

只 有

在空气浓度高
,

持续接触较长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中毒
。

乙睛有麻醉作用
,

具有芳香味
,

尚能引起嗅觉

疲劳
,

因而在高浓度下工作
,

又可降低主观警惕线
。

中

毒当天工作量大
,

而试产时又无任何防护措施
,

这就

加剧 乙睛
、

丙烯睛的吸入
,

临床表现严重
,

这一切都

支持一次较高浓度的乙 睛吸入所致中毒的诊断
。

该院缺乏诊治职业中毒经验
。

对该患者的诊治中
,

、

未检查体 内乙睛及代谢产物含量
,

导致解毒剂的使用

拖延
,

直至有些解毒剂没有使用
,

这也是处理该患者

时的一大教训
。

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对乙睛毒性不甚了解
,

该厂

卫生所又没有准备必要的急救药物
,

以致该患者由中

毒症状出现到送往医院抢救
,

延误了四个小时左右
。

该病例使我们认识到
:
加强基层单位防治职业病

的宣传教育工作
,

提高基层职业病工作者现场抢救能

力是十分必要的
。

(本文在写作 中受到邵达卯指导
,

在 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