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0 9。年第 3卷第 3期

改变
,

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明显降低
,

提示免

疫功能的检查可考虑作为汞毒性损伤的敏感指

标之一
,

_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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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基铅所致尿d
一

A L A
、

C P和尿铅升高1例

华西医科大学职业病防治院 杨跃林 陈在射 王玉彬 王 晓英

我院近期收治四乙基铅所致尿铅
、

占一L A
、

CP 同 讨 论
:

本例接触四乙基铅 4 年
,

现场空气中四

时升高患者 1例
,

现报告如下
。 、

乙基铅浓度测定 19 88年超过国家标准 2
.

9倍
, 1 9 8 9年

刘某
,

男
,

42 岁
,

某厂炼油车间工人
。

患者从事 也测到一定量
,

空气中无机铅浓度甚微 ; 患者除神经

汽油制造 4 年
,

接触 四乙基铅和汽油
。

每周使用四乙 衰弱症状和尿铅
、

d一L A
、

CP 升高外
,

无急慢性四乙

基铅两次
,

每次 3 ~ 4 小时
,

为露天作业
,

四 乙基铅 基铅中毒症状和体征
,

诊断四乙基铅中毒不成立
。

患

在密闭管道中
,

有滴漏等现象
。

者无服含铅药物
、

毒物史及无机铅接触史
,

诊断铅中

患者入院前半年无诱因出现头昏
、

头痛 (隐痛 )
、

全 毒也不恰当
。

尿铅及驱铅结果经临床观察属实
,

最后

身乏力
、

不愿活动
,

多梦
、

易醒
,

无腹痛
、

多汗等症状
,

定 集体讨论诊断为四乙基铅观察对象
。

有文献报告慢性

期体检尿铅
、

d一A L A
、

CP 升高
,

遂收入院
,

既往体健
。

四乙基铅中毒一般尿铅
、

d一A L A
、

CP 正常
,

驱铅轻度

入院查体
: T 3 6

.

6 oc
, P 81 次 /分

, R 20 次 /分
,

升高
。

本例患者接触 四乙基铅后出现 尿铅
,

占一A L A
、

B 1P 3/ gk P a ,

神清合作
,

自动体位
,

营养良好
,

发育 CP 升高及驱铅明显升高
,

这与有关文献报告不一致
。

正常
,

头颈部及器官无异常
,

心肺无异常
,

肝脾肋下 四乙基铅在肝内转化为兰 乙基铅
,

三 乙基铅又缓慢分

未及
,

腹部无压痛
,

神经系统无异常发现
。

解成二乙基铅和无机铅
,

而后从尿中排出
。

由于本例

实验宣检查
: B 型超声波探查发现胆囊结石

,

晨尿 患有胆囊结石
,

是否由于胆囊结石影响了四 乙基铅在

铅 0
.

4 3 5拼m o l / L
,

占一L A 7 8
.

叩“
mo l /L

,

C P (十 )
。

肝内的正常代谢
,

而使尿铅
、

己峨 L A
、

C P 升高目前尚

经C aN
a , E D T A 驱铅

、

对症等处理
,

驱铅第四
、

五 难断定
,

尿铅
、

d一A L A
、

CP 升高是否是四 乙基铅中毒

疗程尿铅正常
。

入院第四天查 CP ( 一 ) ,己一L A 6 2
.

7 3 的特殊类型
,

也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

本文认为

产咖 1L/
;
入院第二十七天查 d一A LA

2 9
.

o 7 “ 扛幻 l/ L
。

四乙基铅作业工人定期体检时 有 必 要常规查尿铅
、

集体讨论诊断为
:

四乙基铅观察对象
、

胆囊结石
。

乙气改L A
、

C P等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