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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磷灰石结构〔 c a、 ( P O砂 3 ( O) H〕
,

近似于骨盐结构

〔C a , 。
(P 0 4)

。 ·

o( )H 幻
。

二般认为骨盐是在胶原与

蛋白多糖有机聚合物形成后
,

钙盐即开始沉积于胶原

纤维表面
,

生成 C a H p o 犷 Z H Z O 与C a , (P 0 ,)
:

·

3 H Z o

无定型钙盐
,

其后随着钙盐进一步沉积 、 逐渐成为堆

砌状经磷灰石结晶
,

但仍有少量无定型钙吸附
;
本例

羚磷灰石结石并无无定型钙盐存在
。

其元素成份虽与

一般支气管结石同样含有 o a
、

班g
, P

、

aN
,

并有少量的

叭
、

A l
、

S l’. F e与 uC
,
然而 C aJ/ P 比则为正常骨盐

的 5 一 6 倍
,

而且含有一般骨盐没有的iS (含 0
.

3蜕
,

仅次于瓦C a 、

M g
、

P 的含量 )
,

进一步说明该支气管

结石系由于吸入矽尘
,

引起肺门淋巴结 钙 化 所 致
。

由于本例结石其结构与成份均与一般支气管结石有显

著不同
,

为与之区别
,

该例结石可称为矽肺支气管结

石
。

由于结石刺激与阻塞支气管
,

排石前常有阵发 性

咳嗽
、

咳痰
、

胸闷
、

气短与间断性咯血
:
严重者可并

发肺脓肿
、

肺不张
、

支气管扩张等并发症
,
并有由于

结石引起主动脉廖致大咯血死亡病例报告
。

因此在矽

肺临床中
,

遇有排石前体征
,

以及 X 线胸片动态观察

发现原有钙化消失或移位
,

应考虑有支气管结石之可

能
,

以采取措施防止合并症及其意外发生
,

汽车驾驶室内急性C O 中毒致周围神经病 l 例报告

山东潍坊市人民医院职业病科 侯光萍

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都风 桐

C O 中毒屡有发生
,

但汽车驾驶室内急性 C O 中

毒致周围神经病报道较少
,

现将我科 19 8 9年收治的 1

例报道如下
。

患者男性
,

3 2岁
,

汽车司机
。

于 1 9 8 9年 6 月 26 日

下午 4时入院
,

住院号 103 2 353
。

主诉
: 四肢麻木

、

无力
,

不能行走 3天
。

现病史
:
患者于 1 9 8 9年 6 月 23 日上午 1 1时

,

在停

放在车库房的汽车驾驶室内休息
,

当时汽车开动空调

和发动机
,

车库房及汽车的门窗皆关闭
,

5 分钟后有

轻度头痛
、

头晕
,

未介意
,

渐入睡
,

约两 小 时被 他

人发现
, 已昏迷

,

立即送当地 医院
。

该 医院检查
;
体

温
、

呼吸
、

脉搏
、

血压均正常
,

呈昏迷状态
。

皮肤樱

红色 (未查血中 H l〕C O )
。

心肺腹无异常
。

诊断
:
急

性汽车尾气 (C O ) 中毒
。

给予吸氧
、

对症处理
,

1小

时后清醒
,

当日出院
。

中毒后第二夭
,

自觉四肢远端

麻木
,

双腿沉重酸软
,

第三天上肢无力
,

跟部不能抬

起
,

第四天上肢不能拿物
,

下肢瘫痪
,

右侧肢体出现

红斑
、

水疤
,

于 6 月 2 6日下午 4 时入本院
。

既往史
:
平素健康

,

近 日无感冒
,

无服药及饮酒

史
。

入院检查
:

T 37
.

so c
,

R 20 次 /分
,

P 了8次 /分
,

B P 13
.

91/ 叭 6好
a 。

神志清
,

被动体位
,

四肢凉
,

右

侧肢体有数片大小不等的红斑
,

边界清楚
,

中间有水

疤
,

部分水疤破溃
,

渗出液清
。

心肺腹正常
。

颅神经

正常
。

上肤腕以下
,

下肢膝以下皮肤痛
、

触觉减退
,

呈对称性
。

双侧舷二
、

三头 肌 反 射 ( + )
,

膝反射

( + )
,

跟键反射 ( 一 )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肌力
:

指外展内收力 2 度
,

肘力 3 度
,

足趾肌力 。度
,

躁力

O度
,

膝屈伸力 3度
,

肌张力降低
。

化验检查
:

血常规
,

WB C 1 4 又 1 0 ’
/ L

,

N o
.

s s
,

L .0 15
;
尿常规

,

蛋白 ( 十 ) ;
肝功

, S G P T 15 2u,

11 su
。

特殊检查
:
肌电图

,

右胫前肌
、

屈拇短肌
、

外展

拇短肌插入电位延长
,

安静时大量纤颤
、

正锐波
,

小

力收缩平均时限延长
,

胫前肌
、

屈拇短肌无大力收缩
,

外展拇短肌干扰相
;

神经传 导速度测定
:

右 滕 总 神

经
、

右胫后神经 M C V和 S e v 皆无动作电位
,

右正中

神经 M C v 为 4
.

2坦 s/
,

S CV4 1
.

om s/
。

现场模拟汽车尾气分析
:
汽车室内

, C o 125 0
嗯 /

m s, 氮氧化合物 5卒唱 /m
3,

汽油 56
.

6m g /坦
3 ;

汽车

外尾部
,

C O 5 0 0 om g / m
3 ,

氮氧化合物 i om g / m
3 , 汽

油 %
.

s m g/ m气 车库中部
,

C O 1 6 6了m g /m 3 ,

氮氧

化合物20 m g / m
3 ,

汽油连2声m g /m
3 。

诊断
:

急性汽车尾气中毒周 围神经病
。

治疗
:

给予对症
、

支持治疗半年质
,

上肢恢复正

常
,

下肢仅扶拐行走
。

讨 论

C O 经呼吸道入体后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

红蛋白
,

使其失去携氧能力
。

吸入高浓度 C O 可与还

原型细胞色素氧化酶的二价铁结合
,

使细胞呼吸受到

抑制
,

故C O 系细胞原浆毒物
,

对全身组织均有毒性
。

汽车尾气中含有 e o
_

C 0 2 、

氮氧化合物
、

汽油等育



害物质
,

浓度最高的为C O (浓度 4 ~ 1 3
.

5 ;幻
。

本文

现场模拟测定
,

汽车室内C O 超标约 4 1
.

了倍
,

汽车外

尾部和车库中部 C O 和氮氧化合物也超标
,

同时又有

汽油存在
。

急性 C O 中毒易 引起神经系统疾病
,

严重

CO 中毒病例有 2 一 3 % 患者 出现周围神经炎
,

且多

为单神经炎
。

本例患者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 的 C O 和

其他有害物质
,
于急性中毒后出现了多发性周围神经

损害
,

表现为感觉
、

运动
、

植物神经功佬障碍
,

下肢

瘫痪
,

并有肝肾等多脏器损害
,

本例提示有 高 浓 度

的 C O
,

又有其他有害物质
,

特别是亲神经毒物汽油存

在时
,

除C O 毒性增强外
,

可增高机体对C O 的敏 感

性
,

易发生周围神经病
。

汽车行驶中车厢乘客发生重

度 C O 中毒 已有报道
,

而停放在库房汽车驾驶室内急

性 C O 中毒致周围神经病
,

也应引以为戒
。

多功能聚氨醋弹性地面涂料亚急性中毒 9 例报告

贵州 o n 基地职防所 李 达 王玉珍

多功能聚氨醋弹性地面涂料 ( 以下简称涂料 ) 是

近年来投放市场的一种新型产品
。

我基地某厂使用涂

料 (北京油漆厂生产 ) 刷涂厂房地面时曾发生亚急性

中毒 9 例
,

报告如下
。

一
、

接触情况
: g 名涂刷工人

,

均系厂内临时抽

调的非有害作业工人
。

每次刷涂前
,

先 将 涂料
、

甲

苯
、

滑石粉三种配料按 2 : 1:0
.

5的比例配制
,

人工搅

拌均匀
。

每天工作 6 一 7 小 时
,

每人 日平均用料 4 公

斤
,

共用料 16 0 0公斤
。

涂刷地面 80 0m 气 车 间无通风

排毒设施
,

自然通风较差
,

个人防护仅有一般纱布手

套
。

发病患者最短工作一周
,

最长工作两个月
。

车间

空气中有毒物质浓度
,

因条件有限未测定
。

二
、

临床资料
:

患者男性 8 例
,

女性 1 例
,

年龄

2 0~ 5 5岁
。

既往有其它过敏史者 3例
。

吸烟者 4 例
,

其中患慢性支气管炎 3 例
。

1
。

症状与体征
:

见下表
。

9 例中毒患者症状与体征

症 壮 阳 性例 数 体 征 阳性例数

咳 嗽

咽 干燥

咽 痛

眼刺痛

鼻粘膜充血

咽 部充血

眼结膜充 血

手部皮疹

手部脱屑

呼吸音粗糙

哮鸣音

90ù0公UO品O行̀9

泪力闷流乏胸

从上表可以看出
,

中毒患 者主要表现为 呼吸系统

和眼结膜的刺激
,

其次为手部皮肤的损害
。

2
.

实验室检查
:

血常规检查
,

嗜酸性粒细胞增

高 9 例
,

琳巴细胞增高 6 例
,

嗜中性粒 细 胞 增高 1

例
,

白细胞总数降低 1 例
,

其它指标均在正常范围 ;

尿常规和肝功能检查均正常
;
心 电图检查 除心动过缓

1 例外
,

其余患者未发现异常
;
胸部 X 线摄片

,
9 例

均显示双肺纹理增多
、

增粗及素乱
,

其中 8 例双肺中

下野可见片状模糊阴影
,

以右下为甚
。

尚有 2 例患者

肺门阴影增大
,

密度增强
。

3 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肺

纹理及片状模糊阴影改变较其 它患者稍多
。

3
.

治疗与转归
: 9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

,

均按抗

炎 镇咳
、

解痉
、

抗过敏原则给予治疗
。

轻者治疗 5

~ 7 天
,

较重者治疗 8 ~ 15 天后
,

仅 3 例慢性支气管

炎患者仍感胸闷
、

咳嗽
,

但较前 明显减轻
,

其余症状

和体征消失
。

一月后复查
,

血常规恢复正常 5 例
,

胸

片正常 4 例
。

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者无 1 例灰复
。

两月

后复查
,

血常规全部恢复正常
,

胸片除 3例慢性支气

管炎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肺纹理增多外
,

其余均正常
。

三
、

讨 论
:

中毒发生后
,

经向生产厂方调查
,

此种涂料主要成分为聚醚二醇和甲 苯 二 异 氰 酸 醋

( T D )I
,

以 T D工为主
。

使用时需用甲苯稀释和滑石粉

固定
。

聚醚二醇属低蒸气压无毒化合物
;
滑石粉对人

体危害主要表现为慢性肺组织纤维化和结节性改变
,

无急性毒作用
。

甲苯 在高浓度下
,

主 要引起中枢神经

系统的麻醉作用
,

皮肤及粘膜的轻度刺激作用
。

本 组

中毒病例
,

不支持 甲苯 中毒所致
。

T D I挥发性较高
,

对呼 吸道有明显刺激和致敏作用
,

与本组病例的临床

表现基本相符
;
结合本组中毒病例在既无个人防护

,

又无通风排毒设施环境下作业
,

均支持本次中毒主要

是由涂料中的 T D I 大量挥发于 空气中所致
。

甲苯对

T D I毒性
一

有无增强作用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本文承贵阳 医学院卫生系朱延韦教授 审 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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