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传递功能
。

推测R 气 S
一

Na 的作用机理
,

在于

恢复被锰所抑制的上述酶活性
,

从而恢复 了神

经细胞的正常功能及降低了中枢胆碱能的突触

功能
。

由于锰中毒的机理是多方面的
,

因此
,

P A S
一
N a 对锰中毒治疗的药理作用尚需多方

面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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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中急性缺氧窒息合并C O :

中毒死亡 6例报告

绵竹县卫生防疫站
、

周书经 王林生

19 8 8
、

拍 8 9年我县三 口水井发生急性中毒事故
,

9 人中毒
,

其书6 人死亡
,

现报告如下
·

1 9 8 8年 6 月
,

城关一儿童跌落枯井中
,

两名邻居

分别下并营救
,

接近井底时昏倒
。

另一人用绳系腰下

井
,

至中途被井上人拉出时己不省人事
,

经人工呼吸

约 18 分钟苏醒
。

井下三人用拉勾救出已经死亡
。

19 89

年 7
、
仑月

,

某村有两人分别下饮用水井捞物而昏倒

并中
,

一人又直接下并营救同样昏倒
。

有三人拟下井

抢救均难以坚持到井底
,

被用绳索拉出时已昏迷
,

约

半小时方苏醒 ; 井下三人救起时己死亡
。

6 例 死 者

中
, 1 例为二岁半女孩

,
s 例为青壮年男性

。

水井卫生学调查
:
三 口水井深 4

。
4一 4

.

7米
,

井底

直径约 1米
,

井口约 0
.

6一 0
.

7米
,

井壁为卵石砌成
,

呈底大 口小的圆锥型井筒
。

二 口井水深 0
.

8一 1
.

0米
,

水清见石
,

淤泥杂质很少
,

一 口为千枯井
。

未闻及有

异味
。

’

水质检测
:

井水无色透明
,

氨氮明显 增 高 达
户

4 0m盯 L
,

细菌总数
、

亚硝酸盐氮
、

硝酸盐氮
、

氯 化

物亦有偏高
,

其余项自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禄准
。

点

燃腊烛从井 口缓慢下放
,

至距井 口。 .

9一 1
.

0 米 处 熄

灭
。

俐
、
白鼠置笼内

,
’

下放至 3 一 、 米深时 出 现 烦

躁
,

10 秒钟倒毙
。

将家鸡用绳吊放至 3
.

5m深时 亦 抽

搐死亡
。

井下空气毒物测定
:

三天后在距井 口 3
.

5一 3
.
8米

处
,

用 A Q G 一 1 型瓦斯检定器测定 C O : 浓度分别为

王3
. 。%①

,
6

.

。%② , 3
.

9沁③ ; C H 4浓度为 7
.

。%① ,

1
.

7% ②
,
1

.

3%③
。

用沈阳产自动测氧仪测得0 2 含量

为。 ,
2 %雪

, o
、
8%②

,

10
.

0% ⑤
。

上下午各用检气管和

硝酸银比色法测定 C O
、

F Z S 均未检出
。

提示前述病

例皆系急性缺氧窒息合并有 C o , 中毒而致
。

建议今后

遇有下井工作时
,

应用简易方法测知并底有无缺氧情

况
, 以免发生类似事故

。

注
:

①为城关枯井红②③为饮用水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