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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迟发脑病的探讨

—
附 1 4例临床分析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王敬钦 周 鸣 徐俊霞 孙延国 李 杰

孰落

急性一氧化碳 (C) O中毒迟发脑病 (或神经精神

后发症 ),

系指急性 C O 中毒病人经急救治疗清醒后
,

经过一段时间的
“

假愈期
” ,

又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精

神障碍者
。

迟发脑病的出现预示病情严重
。

为提高对

本病认识
,

现将我院收治的14 例迟发脑病报告如下
。

临 床 资 料

本文报告的 14 例急性 C O 中毒迟发脑病
,

其中男

,例
,

女5例 ; 年龄 2 6一 72 岁
,

平均 5 1
.

8岁
。

1 4例迟发脑病申有 12 例为急性重度 C O 中毒
,

2例

为急性中度中毒
,

昏迷时间最短2小时
,

最长 9天
,

平

均 2
.

5天
。 “

假愈期
”

最短为 3天
,

最长 4 5天
,

平均20

天
。

因精神刺激发病 8 例
,

过早离床活动 1例
,

5例无

原因 , 患迟发脑病前合并肺内感染者 理例
,

泌尿系感

染6例
,

无并发症 4例
。

4例进行脑部 C T检查
,

发现额

部脑沟增宽 (脑电图重度异常 ) 1 例
,

左侧脑室后角

脑实质密度减低 1 例
,

苍白球有局限低密度灶 1 例
,

正常 (脑电图广泛中度异常 ) 1 例
。

脑电图轻度异常 1

例
。

心肌劳损 5 例
。

本组 14 例迟发脑病经综合治疗
,

住院时间最短 了

天
,

最长 27 。天
,

平均 76
.

7天
,

其中获痊愈12 例
,

2例

因迟发脑病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

病 例 介 绍

患者
,

女
,

4 7岁
,

农民
。

1 9 8 8年 3月 6 日因昏迷 1 0

余小时住院
。

本患与其女儿睡前用湿煤封炕炉取暖
。

于 1 9 8 8年 3月 6 日晨 5 时许被邻居发现昏迷于炕上
,

四

肢抽搐
,

呕吐
,

吐物为胃内容物及少许咖啡样物
,

尿

便失禁
。

经当地卫生院急救至午后 16 时不见好转
,

遂

来本院
。

急检 H b C O ( 士 )
,

以急性重度 C O 中毒抬入急

救病室
。

既往健康
,

无药物过敏史及家族遗传病史
,

孕四胎生四子女均健康
。

查体
:

体温
、

脉搏
、

呼吸
、

血压均正常
。

呼吸深大
,

呈深昏迷状态
,

压 眶 反 应

( 一 )
,

结膜充血
,

双侧瞳孔等大同圆
,

对光反射迟

钝
,

口周围有呕吐物
,
口唇发给

。

未闻及干湿罗音
,

心音纯律整
。

腹平软
,

肝脾不肿大
。

健反射消失
,

巴

彬斯基氏征 ( + )
,

夏道克氏征 ( 十 )
,

高 登 氏 征

( + )
。

实验室检查
:

W B C Z
.

4 x 1 0 , / L
,

中性粒细

胞 。 .

外 尿蛋白 ( 十 )
、

R B C (份 )
、

WB C 〔开 ) ;
血

清 S G P T 2 5 7M ; 血清钾 4
.

2刀卫 n o
l/ L

、

钠 1 3On 功1 0 1/ L
、

氯 95 n 叮n o
l/ L

、

非蛋白氮 3 0月u 刀。 l/ L
,

二氧化碳结合力

15 1t rL n 0 1/ L ; 血气分析
: p玉1 7

.

50 7 , P c o Z 30
.

7
,

P o Z

1 1 0
,

A B 2 4
.

4
,

T co Z 2 5
.

3
,

P H Z R 7
.

4 3
,

S j3 2 5
.

9 ,

B B P 42
.

6
,

B E P 0
.

9
,

B E S 1
.

9
,

B E 10 2
.

8
,

B E玛

3
.

8
,

S at O Z 98
.

唾
。

胸部X 线片正常
。

心电图诊断心

肌劳损
。

脑部 C T (3 月 10 日 ) 正常
,

3月 31 日复查脑

部 C T
,
苍白球有局限低密度灶

。

治疗经过
:

经间歇正压给氧
,

头戴冰帽
,

防治肺

水肿
、

脑水肿
,

给予脱水剂
,

糖皮质激素
,

维 持 呼

吸
、

循环功能
,

给予恢复脑细胞功能药物
、

能量合剂
,

控制感染及加强护理等对症支持疗法
。

病人于入院第

4天意识清醒
,

能正确回答医生问话
,

谈笑自如
,

正

常进食
, 四肢活动正常

,

生活可 自理
。

于住院第 2 6天

(昏迷恢复后第 22 天 )
,

因其女急性重度 C O 中毒死

亡
,

精神受刺激
,

出现精神异常
,

哭闹
,

多语
,

重复

语言
,

语无伦次
,

不能正确 回答问题
,

四肢肌张为增

高
,

尿便失禁
, 巴彬斯基氏征 ( 十 )

,

夏 道 克 氏 征

( + )
,

高登氏征 ( 十 )
。

脑部 C T (3 月 3 1日 ) 苍自

球有0
.

cI m 局 限低密度灶
。

诊断为迟发脑病
。

,

讨 论

一
、

关于发病

迟发脑病的发病机理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

根据本

组资料分析其病因与下列因素有关
。

1
.

急性中毒程度 本组资料表明发生迟发脑病

者均有中
、

重度 C o 中毒史
,

其中12 例为重度 C O 中

毒
,

昏迷时间 1。小时一 9天 , 2例为中度中毒
,

昏迷时

间在 2一 3小时
,

与有关资料报告昏迷 4小时或5小时以

上易出现后发症相一致
。

2
.

急性中毒期治疗 国内张 氏报告急性 C O 中

毒昏迷超过 8 小时
,

经高压氧疗法及解除脑水肿等措

施
,

无 1例发生后发症
。

本组仅 1例应用高压氧疗法
,

余 13 例均为鼻导管
、

面罩间歇正压或呼吸机给氧及内

给氧 (静注双氧水 ) 疗法
,

并积极采取预防迟发脑病

发生的综合治疗措施
,

但未能如愿
。

说明即使对原发



病 ( CO中毒 )的治疗完备彻底
,

并不能绝对访止迟

发脑病的发生
。

3
.

精神因素与并发症 本组中 8 例因精神受到

不同程度刺激
,

10 例患有并发症 (两种因素同时存在

者 5 例 ) ,

可谓迟发脑病的诱因
,

这是因为在大脑缺

氧的基础上
,

因精神刺激
、

并发症或因活动过多等因

素
,

进一步增加机体的耗氧量
,

加重大脑缺氧所致
。

4
.

年龄 本组迟发脑病年龄最小 26 岁
,

最大 72

岁 ; 其中3 0岁以下 2例
,

3 1一 4 0岁 z例
,
4 1一 5 0岁3例

,

5 1一 6 0岁5例
,

6 1岁以上 3例 ; 平均 5 1
.

8岁
。

4 0岁以上

者 11 例
,

可见迟发脑病以中老年居多
,

可能与脑细胞

对缺氧耐受力低下
,

修复功能减退或脑动脉硬化症有

关
。

但青壮年患迟发脑病原因尚难解释
,

亦应予以足

够关注
。

二
、

关于诊断

迟发脑病诊断并不困难
,

但仍有误诊为中毒性精

神病者
。

为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

据本文资料迟发脑病

的诊断要点如下
。

1
.

迟发脑病出现前有明确的急性 C O 中毒史
,

且多为中
、

重度 C O 中毒
。

2
.

急性 C O 中毒经急救治疗出现
“

假愈期
” ,

本组最短者 3 天
,

最长者 45 天
,

平均 20 天
。

在此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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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意识清楚
,

生活可自理
。

有 2 例已痊愈出院
,

于

正常生活工作后 20 天和 25 天后发病
。

3
。 “

假愈期
”

后
,

因精神刺激或并发症
,

又突

然出现意识障碍
。

本组表现为精神障碍 (定向力丧失

6 例
,

兴奋躁动 4 例
,

言语减少 9例
,

行为异常 5例
,

记忆障碍 9 例 )
,

皮层功能障碍 (失认 5 例
,

失写 1

例 )
,

基底节障碍 (肌张力增高 5 例 )
,

椎体系损害

(腮反射亢进 3 例
,

病理反射阳性 n 例
,

神经性膀胧

1 例 ) 等
。

4
.

头部 C T 检查有助于本病诊断
。

国外文献也

曾报告 C T 检查发现大脑深部白质或两侧苍白球有密

度减低区
。

本组共检查 4 例
,

1例正常
, 1例左侧脑室

后角脑实质有密度减低区
,

1 例苍白球有局 限低 密

度病灶
,

1 例额部脑沟增宽
,

与上述文献报告相符
。

迟发脑病与头部 C O 诊断关系需进一步积累资料
。

本文 14 例经给氧
、

糖皮质激素
、

支持疗法及加强

护理等综合疗法
,

除 2 例医治无效死亡外
,

余 12 例均

临床治愈
,

经 1 一 2 年后随访全部恢复正常
,

未再复

发
,

预后较好
。

作者据急性 C O 中毒迟发脑病的病因曾试图阻断

迟发脑病
,

积极采取各种综合治疗措施
,

但终未能奏

效
。

因此
,

迟发脑病出现的预测指征尚需探讨
。

接铅产妇血铅及其脐带
、

胎盘
、

乳汁铅含量探测

赵红斌
`

谢琪琅
`

韩文秀
`

白瑞 贞
2

邓福英
2

付志芬
3

为了评价铅对胎儿期的影响
,

于 1 9 8 7一 1 9 8 9年对

本市蓄电池厂 16 名接铅孕妇进行了观察
。

并选择同年

龄 3 2名非接铅孕妇作对照
。

采 样 与 方 法

采取孕妇分娩前的静脉血及产后的脐带血
、

胎盘

及其 30 天内
、
7一 12 个月的乳汁

,

一律用示波极谱仪检

测铅的含量
。

概 况

蓄电池厂是 1 9 6 8年投产
,

生产汽车
、

拖拉机等所

需各型蓄电瓶
。

有熔铅制球
、

制粉
、

浇片
、

合膏
、

化

成
、

烘干
、

装配等全套工序
。

因防护条件差
,

各工序均

被大量铅烟
、

尘所污染
。

厂区周围 2 00 米范围内都遭

受到不同程度的铅污染
。

1 9 7 3一 1 9 8 7 年对各车间 3 10

个样品监测
,

铅浓度波动在 2
.

92 7~ 2 7
.

2 2 1〕唱 / m
3间

。

接铅工人每年体检均有铅中毒
、

铅吸收者
。

1 98 7年铅

中毒患病率为 13
.

6%
。

调查的 16 名孕妇中
,

12 名为装配工
、

2 名 涂 片

工
、

2 名磨片工
。

年龄 23 一 29 岁
,

工龄 3
.

5~ 6年
。

其

中有 2 例为慢性铅中毒
,

6 例铅 吸收
。

16 人中有 1 人

在本厂接铅后尘育过死胎两次
,

3 人中毒后流产的既

往史
。

这次仍有 2 人生育死胎 ( 1 人怀孕 4 个月
,

1 人

怀孕 5 个月时生下的 )
。

有 3 人先兆流产
, 4 人在临

产时大出血
。

胎盘湿重 360 ~ 7 20 克
,

有 5 个胎盘边缘

有缺损
,

3 个胎盘表面有硬结
、

呈暗红色砂粒状
。

对

照组 32 名年龄 23 一 29 岁
,

均为第一胎正常分娩
,

胎盘

湿重 385 一 81 4克
,

色鲜红
,

边缘光滑无硬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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