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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激发试验诊断二苯甲撑二异氰酸醋哮喘

— 附11 例报告

马瑞霞
,

陈石 技
’
轰风珍

,

徐孝华
’
姚邦宗

,

二苯甲撑二异氛酸酿 (M D )I 是制造聚氨酷的重

要原料
,

可引起过敏性肺炎和哮喘
,

M D I 哮喘报道

少见
。

我们应用支气管激发试验 ( B P T )诊断 M D I 哮

瑞 11 例
,

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受试对象

我们对 自诉有哮喘症状的 24 名 M DI 生产车间工

人进行 B P T
,

其中男 2 2人
,

女 2 人 , 年龄 2 3~ 45岁
,

平均 2 9
.

1岁
,
接触 M D I的时间 1一 9年

,

平均 4
.

8年
,

其中 7 例已脱离M D I车间 。
.

5一 4 年
。

全部病例从事

M D I作业前均无呼吸系疾病史
,

除 1例既往对 T DI 过敏

外
,

余均无个人与家族过敏史
。

二
、

试验方法

23 例进行了特异性抗原呼吸道吸入激发试验
,

令

患者将 M D I粉末由一个容器缓慢倒入低o
.

3m的另一

容器内
,

持续 15 分钟
。

1 例进行了职业性支气管自然

呼吸道激发试验
,

令患者进入M D I包装车间 (见典型

病例 1 )
。

试验前受试者一般情况良好
,

无呼吸系统症状休

征
,

无感冒及上呼吸道感染
,

一周内未应用糖皮质激

素
、

抗组胺药
、

抗胆碱药
、

黄嚓岭类药
、

刀
一
肾上腺

能兴奋剂
、

色普酸钠
、

酮替芬
、

曲尼斯特等
。

试验前

一 日用常州产釉珍呼气峰速仪测最 大呼气 流 速峰 值
〔P F )

,

从晨起到睡前每 1~ 2 小时一次
,

P F曲线基本

稳定
。

试验 日先测 P F 基础值
,

如与前
一

日同时间比

较数值基本稳定
,

即可进行激发试验
。

分别于试验后

10
、

15
、

3 0分钟及 1
、

2
、

3
、

4
、

6
、

8 小时测定 P F

值
,

同时观察临床症状体征的变化
,

判断是否存在呼

吸道反应
。

反应明显者随时终止试验
,

并给予支气管

解痉药
。

P F 测定
:

令受试者先作深吸气达肺总量 ( T L C )

位时
,

将连接峰速仪的吹嘴含于口 中
,

然后用最大力

量以最快速度向峰速仪吹气
,

连测三次
,

每次间隔约

2 分钟
,

两次最佳值相差不超过 20 L / m i n
,

以数值最

大的一次为准
。

三
、

B P T 阳性标准

1
.

激发试验后出现哮喘发作
,

肺内听到哮鸣音
。

2
.

激发后 P F值较试前下降超过 20 %
。

结 果

激发试验后 出现哮喘发作
、

肺内听到哮 鸣 音 者

7例
,

其中5例因喘息严重应用了支气管解痉剂或糖皮

质素
。

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 7例
,

过敏性皮炎3例
。

所

有受试者均无发热
、

乏力等全身症状
,

白细胞计数试

验后均未见升高
。

激发试验后症状体征发生率见表
。

23 例激发试验后症状体征统计

流泪 喷魂 流涕 叨痒 咳嗽 胸闷 气急 喘息 结膜充血 肺哮鸣音 皮 疹

例数 5 1 1

% 16
.

6 3 7
.

5 3 7
.

5 2 0
.

吕 几b
.

匕 撼3
.

3 5 4 2 艺9
.

1 8
.

3 2 9
.

1 1 2
.

5

娜 . . . . . . . . . . . . . . .

试验后 P F 较试验前下降 0 一矶 %
,

平均下降

2 3
。

3%
,

其中下降超过 20 %者 11 例
。

出现喘息
、

肺内听

到哮鸣音的 7 例
,

P F 下降全部超过 20 %
。

P F下降超过 20 % 的 11 例中
,

属速发反应者 10 例
,

P F 均于 2小时内恢复
;
属迟发反应者 1例

,

于试验后 5

小时下降 (见典型病例 2 )
。

按照前述诊断标准
,

11 例 P F 值较试前 卜降超过

2 0 % (其中 7例出现典型哮喘表现 )
,

确诊为M D I 哮喘
。

典 型 病 例

【例 1 】男
.

39 岁
,

1 9 8 5 年起任 M D I 车间维修

工
,

每周进入车间 3~ 左次
。

最初两年该 患 无 不 适
,

19 8 7年后每进入车间数十分钟
,

出现皮肤发痒
,

起丘

疹
,

喷嚏
、

流涕
、

鼻塞
,

数分钟后 即脚闷
、

咳嗽
、

气

喘
,

离开车间吸入新鲜空气 30 ~ 60 分钟后症状可消

失
。

近两年来症状加重
,

进入车间数分钟 即 发 生 咳

喘
,

需服氮茶碱等药物症状才能缓解
。

自然呼吸道激吸试验
:

试前
一

日 P F 曲线稳定
。

L
.

济 南市职业病院 ( 2 50 0玉3 )

2
.

烟台合成革总厂 职工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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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呼吸道症状体征
。

试验 日晨 9时进入 MI D包装

车间
,

两分钟后喷嘴
、

流涕
、

脚闷
,

迅即离开现场
,

5 分钟后频繁咳嗽
,

呼吸急促
,

双眼结膜充血
,

口唇

发钳
,

双肺满布哮鸣音
, P P 下降 18 %

。

于 9时 10 分吸

入舒喘灵气雾剂
,

20 分钟后症状无缓解
,

P F 较试前

下降印 %
,

遂于 9时30 分超声雾化吸入氨茶碱
、

地塞米

松
,

30 分钟后 ( 10 时 ) 咳喘明显减轻
,

哮鸣音消失
,

P F值逐渐回升
。

【例 2 】男
, 4 1岁

,
195 5年起任 MDI 车间维修

工
。

4 年前车间大修
,

该患一次接触大量 MD I 后
,

面部起痒疹
,

胸闷
、

咳嗽
,

但无喘息
,

经治疗半个月

后缓解
,

此后每当接触 M D I 即出现流涕
、

喷嚏
、

胸

闷
,

气短
,

有时伴有发作性喘息
。

近两年病情加重
,

接

触 M D I 后喘息发作频繁
,

经支气管解痉剂方能缓解
。

激发试验
:
试验前一 日 P F 曲线稳定

,

试验前无

呼吸道症状体征
。

试验时将M D I粉末从一 容器内倒入

低 0
.

3m 的另一容器内
。

试验后 5 分钟
,

面
、

颈部起痒

疹
,

流涕
、

喷嚏
,

齿眼麻木
,

但无咳嗽
、

气喘
,

遂终止

试验
。

30 分钟后 P F值较试前下降 19
.

6%
,

两小时后上

述症状逐渐好转
,

P F 值回升
,

较试前仅下降 11
。

8 %
。

试验后 5 小时
,

出现胸闷
、

咳嗽
、

气瑞
,

肺部听到哮

鸣音
,

P F较试前下降 2 1
.

6% , 试验后 7 小时P F较试

前下降 3 1
.

4%
,

症状继续加重
,

遂吸入舒 喘 灵 气雾

剂
,

用药后 30 分钟症状缓解
,

哮鸣音消失
,

P F 值回

升
。

试验前后白细胞计数及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无明

显变化
。

讨 论

1
.

在异氰酸醋化合物中
,

M D I 的致敏作用明

显低于 T D I
。

M D I可引起过敏性肺炎和哮喘
,

但本组

15 7

病例根据病史和激发试脸
,

患者均无发热
、

乏力等全

身症状
,

白细胞计数亦正常
,

虽未测定特异性 gI G 抗

体
,

从临床特点看
,

本组病例的哮喘症状不是过敏性

肺泡炎的表现
,

而是 M DI 引起的职业性过敏性哮喘
。

2
.

应用特异性抗原进行 B P T
,

对职业性哮喘的

诊断有重要价值
,

已得到临床上的公认和广泛应用
。

激发试验阳性结果的判断
,

除观察症状体 征 的 变 化

外
,

多以肺功能指标 F EV
:

.

。 、
n u n E F

、

P F的变化为

依据
。

多数学者主张
,

P P 值下降超过 20 %为阳性
。

我们用国产袖珍呼气峰速仪测定 P F
,

结果 23 名自诉有

哮喘症状的M D I作业工人
,

激发试验后 n 人 P F 值较

试前下降 20 %
,

阳性率与Z a 刀。 r n计用 F EV I
. 。
为指标的

激发试验结果一致
。

鉴于国产呼气峰速仪价格便宜
,

携带方便
,

适于我国国情
,

建议进行 B P T
,

尤其进行

自然呼吸道激发试验时
,

将国产袖珍呼气峰速仪测定

的P F值作为观察指标
。

3
.

进行激发试验时
,

为了观察迟发反应
,

应至

少观察 8 一 1。小时
,

并应在24 小时后再观 察 一 次
。

Z a n u n it 一 T ab on a对有哮喘症状的 11 名M DI 作业人员

进行激发试验
,

6 例阳性反应
,

其中 2 例双相反应
,

4 例迟发反应
。

我们观察的 n 例阳性反应
,

仅 1 例为迟

发反应
,

其原因可能是我们受条件限制
,

未能住院观

察
,

所有病例观察时间均较短
。

C h an
一Y e u n g指出

,

激发试验阴性不能完全排除哮喘的诊断
,

尤其当病人

脱离一段时间后更是如此
。

本文激发试验阴性反应的

1 2例病人
,

虽 自诉有哮喘症状
,

但此次检查未能确诊

为 M D I 哮喘
,

也可能与我们观察时间短
、

迟发反应

可能被漏掉有关
。

因此
,

进行激发试验时
,

最好住院

观察 24 小时以上
。

锰中毒患者反搏治疗前后血循环功能观察

_ 海冶金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2 0 1 1 03) 黄世超 丁邦来 李秀芳 陈小 宝 郑怀 义

慢性重度锰中毒以震颤麻痹为特点
,

主要病变发

生在锥体外系基底神经节及中脑的黑质
。

慢性锰中毒

患者在脱离接触后
,

如不积极治疗
,

病情仍可继续进

展
。

本文报道 1 例慢性重度锰中毒患者反搏治疗前后

血循环功能的改变及治疗效果
。

一
、

摘史摘共

张某
,

女
,

48 岁
,

电焊工
; 1 95 8年起 从 事 含 锰

娜条电焊工作 10 年
,

常在通风不良的部位焊接 , 脱离

接触后于 1 97 6年起渐感右侧肢休麻木
、

任硬
、

健颇
,

伴乏力
、

头晕
、

易怒
、

记忆力减退
、

多汗
,

19 81 年出现
“

书写过小症
” ,

体检呈典型帕金森氏症体征
; 1 98 3年

测发锰 2 73拼m of / k g
,

尿锰 1 5 6 5
.

2召m 0 1/ L , l g s c年头

部 C T检查左内囊后肢有卵圆形低密度区
。

患者经市职

业中毒诊断小组讨论确诊为慢性重度锰中毒
,

曾用美

多巴
、

澳隐停
、

双蛇胶麦等药物治疗
。

二
、

反搏疗法

便用 S K压 3 型体外反搏器 (上海延中医疗用品

厂生产 ) 进行体外反搏治疗
。

患者取仰卧位
,

紧贴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