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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胆酸测定对慢性三硝基甲苯

中毒性肝病诊断的意义

林瑞存
`

·

王刚珠
,

孙爱教
,

目前三硝基甲苯 ( T N T ) 中毒性肝病缺乏敏感 的

肝功能指标
,

给早期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

80 年代以

来
,

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中胆酸含量 ; 是一灵敏

的肝功能试验指标
。

本文对长期接触 T N T 者和中毒

性肝损害者做了空腹血清胆酸测定
,

以探讨其对 T N T

中毒性肝病的诊断价值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正常对照组 23 人为某 T N T 作业厂后勤、教师等健

康职工 , T N T接触组 30 人为某厂密切接触 T N T工人
,

平均专业工龄为 1 3
.

8 ( 3 ~ 26
.

5) 年
,

临床未发现肝
、

眼

损害者 ; T N T白内障组34 名为该厂 已确诊的单纯 T N T

白内障者
,

平均专业工龄2 1 ( 7 ~ 34) 年 ; T N T 中毒

性肝病恢复组 22 名为该厂 已确诊的中毒性肝病目前日

恢复者
,

平均专业工龄为 1 7 ( 7 ~ 3 8) 年 ; T NT 中毒

肝病组 16 人为该厂所诊断的 T N T 中毒性肝病者
,

平

均专业工龄为 1 5 ( 2 一 3 5) 年 ,
样合中毒肝病组 22 名系

密切接触硝胺与 T N T 混合炸药所诊断的中毒性肝病

者
,

平均工龄 14
.

5 ( 7 ~ 20 众年
。

中毒性肝病 是 依 据

G B 3 2 3 1
一 82确诊的

。 ,

1
。

2 方法

空腹采血分离血清
,

用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能研

究所 日环仪器厂生产的
“
F M J一 1 82 A型微电脑放射免

疫 r 计数器
,

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供的
“

甘胆

酸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

要求检测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各组胆酸检测结果 见表 1
。

左鸿忍
,

杨福玲
`

陈学厚
,

异无统计学惫义
。 .

2
.

2 各组血清胆酸含量异常比较

以对照组血清胆酸含量单侧 95 %上限 31 6
.

2 5“ g/

id 为界值
,

高于该值人数和百分率
,

见表 2
。

表 2 各组血清胆酸含量高于 31 6
.

25 拼g/ id 的

人数和百分率

组 别 枪测人数 增高人数 百 分率 (% )

正常对照组

T N T接触组

T N T 自内障组
T N T 中毒
肝 病恢复组

T N T 中毒肝病 组

很合中毒肝病组

2 3

3 O

3今

2 2

4
.

3 5

6
.

6 7

5
.

8 8

9
.

0 9

,咔一上仃óǹ

2 5
.

0
.

5 9
.

1二

413l6比

表1 各组血清胆酸测定结果 (单位拌g /也 )

组 别 人数 侧定值 ( X 士 S D )

正常对照组 2 3

T N T 接触组 3 0

T N T 白内障组 3 4

T N T中毒肝病恢复组 2 2

T N T 中毒肝病组 16

混合中毒肝病组 2 2

1 2 3
.

8 7士 1 17
.

2 9

1 4 2
.

4 8 士 12 7
.

4 :

1 5 7 6 9 士 12 8 9 3

1 8 1
.

CZ士 13 8
.

7 5

2 3 6
.

7 6 土 1 4 6
.

4 6 .

4 2 9
.

1 3士 2 0 1
.

0 4二

与其他 4 组比较 . P < 0
.

01 二 P < 0
.

0 01

表 2 看出
,

T N T 中毒肝病组和混合中毒肝病组

血清胆酸含量高于对照组单侧 95 % 上限值的百分率显

著高于其它各组
。

3 讨论

T N T 是亲肝毒物
,

长期接触引起肝脏损害的临

床表现与一 般中毒性肝病类似
,

至今未找到检测其肝

功能变化的敏感指标
。

关于 T N T对转抓酶的形响以及

其在 T N T 中毒性肝病中的诊断价值 意见颇 不
一

致
,

有

学者认为转氨酶升高
,

尤其谷草转氨酶
,

而有人提 出血

清转氨酶作为 T N T 中毒性肝病的指标极不敏感
,

甚

至肝脏病理改变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

S A L T 不仅不升

高
,

反而下降
。

最近 D j ]le y 等在狗和大鼠的实验中再

次证明
,

T N T 可引起 S A LT 水平下降
。

本调查发现各

观察组A l `T
、

T T T 改变不明显
,

而 T N T中毒性肝病组

和混合中毒肝病组血清中胆酸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

二般接触组
、

单纯 T N T白内障组和 T N T 肝病恢复组

血清胆酸含量与对照组 比叙变化无统计学意 义
。

肝脏

受 T N T 损害血清胆酸含量增高
,

恢复组血清含量亦

恢复
,

且其含量与一般 T N T 接触和单纯 T N T 白内

与对照 组比较 . P < 0
.

05 二 P < 0
.

01

表 1 提示
,

T N T 中毒肝病组和棍合中毒解病组

血清胆酸含量与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
,

其余各组差

1
.

山东省劳动 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临床部
、

山东 省

立医 职院业病科 ( 2印二。 1 ) 2
.

山东省医 学科 学院放射医 学研

究所 2
.

机械电予工业部工业卫生研 究所 4
.

山西省江 限

化工厂 职防科 5
.

淮甫市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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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无相关性
,

充分说明血清胆酸含量与各组临床表现

颇一致
。

因此
,

血清胆酸测定可做为 TN T 肝脏损害

的敏感指标
。

混合中毒肝病组血清胆酸比 T N T 中毒

肝病组增高更显著
,

可能硝胺具吸湿性
,

增加皮肤吸

收而肝损害严重所致
。

以对照组血清胆酸含徽单侧 95 %上限为界值统计

各组阳性率
,

结果麦明 T N T `
1
1
毒肝病组和混合

`
卜毒

肝病组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各组
,

进一 步说明血清胆

酸增高与肝脏损害明显相关
,

该指标是 T N T 中毒性

肝病诊断的敏感性指标
。

应用都可喜治疗 3 例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的分析

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医院职业病科 ( n 6 0 31 ) 王 奇 张立仁

都可喜由烯丙呱三嗓和阿吗碱构成
,

是一种充盈

动脉血氧的新药
。

我院自 1 9 9。年始将此药用于急性

氧化碳巾毒迟发脑病的治疗
,

取得满意效果
,

现分析

报告如 「
。

] 临床资料

3 例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迟发脑病患者
,

其中男性

1 例
,

25 岁 ; 女性 2 例
,

分别为 51 岁和 66 岁 , 2 例中

毒后即到本院抢救治疗
,

l 例在外院抢救治疗出院后

又出现脑病症状 10 余日后转入我院
。

3 例均有中毒昏

迷史
,

昏迷时间为 6 至 98 小时
,

平均50
.

7小时
, “

假

愈期
”

为 7 至 34 天
,

平均 2 7
.

6天
。

1
.

1 临床表现 3 例均先后出现表情淡漠
、

徽 言 少

语
、

烦躁失眠
、

反应迟钝
、

回答不合理
、

计算力和定

向力减退等神经精神症状
。

其中 2 例出 现 失 认
、

失

写
、

肌张力增高
、

瞒姗及小步态 ; 二便失禁
,

健反射

亢进
,

病理反射阳性
。

l 例有摸索动作
,

2 例在脑病

期间出现高热
,

合并肺内感染
。

E E G 示 2 例重度异

常
,

1 例轻度异常
。

脑
.

C T 示 2 例脑 室周围白质密度

降低
,

1 例双额叶和左额叶大面积脑软化灶
。

治疗方法

都可喜治疗 3 例患者均给予法国施
’

维 雅药

呼吸急促
,

面色苍白
,

双上肢不断抽搐
。

体温 3 o9 C
,

呼吸 36 次 /分
,

脉搏 8 6次 /分
,

血压 1 2 8/ k P a 。

双肺

满布痰鸣音
,

左肺中下野
、

右肺下野及双肺底可闻及

中小湿罗音
。

心 音低弱
。

四肢肌张力 增高
,

腹 壁反

射
、

提皋反射 ( 一 )
,

双 巴氏征 ( + )
。

H b C O (份 )
.

W 13C

23
.

6 又 10 ’
/ L

,

中性 0
.

9 2
。

尿蛋 白 (排 ) ,

尿潜血 (带 )
。

呕吐物潜血 (拱 )
。

氧分压 5
.

2 9 3 4k P a (低流最鼻导管

吸氧条件下 )
。

胸片示双肺大片状模糊阴影
,

浓淡不

均
,

边缘不清
。

痰培养示拘缘酸盐菌和绿 脓 杆菌 生

长
。

心电图示 T I
、 a V F

、

V
、
峭失

。

诊断
:

急性重

度 一 氧化碳中毒 ; 脑
、

肺水肿 , 肺内感染
,
应激性上

消化道溃疡并出血 , 中毒性休克 , 中毒性心肌损害
。

经抢救病情稳定
,

第 5 天神志转清
,

共昏迷 98 小时
。

清醒后表情自然
,

对答合理
,

远近记忆正常
。

于醒后

第 7 天无明显诱因
,

出现表情淡漠
、

不 语
,

答 非 所

问
,

二便失禁
。

脑电图示两半球呈广泛分布的中幅混

合性占 波与较多的口波
,

间有些 低幅刀波
,

诊断
:

重

度异常
。

脑 C T 示双额叶及左预叶区均见大片低密度

区
,

C T 值为 9一 15 H u ,

脑室边界不清
,

中线结构居

中
,

诊断
:
双颊叶

、

左颜叶脑软化
。

诊断
:

急性一氧

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
。

治疗
:
除继续应用 高压氧

、

脑细胞斌能剂和体外

反搏治疗外
,

于出现脑病症状 第 5 天给予都 可 喜 治

疗
,

每日早晚各 l 片 口服
。

用药30 天后 病 情 明 显 改

善
。

情感较丰富
,

语 言增多
,

问答荃 本合理
,

可独立

行走
。

脑电图示病理波型明显减少 , 脑 C T 示左预叶

脑软化灶消失
,

双额部脑软化灶缩小
。

用药 80 天后
,

精神正常
,

生活 自理
,

远近 记忆恢复
。

查 体 均 无异

常
,

脑电图及脑 C T 检查均基本正常
。

出院后即参加 正

常
_

仁作
。

3 讨论

都可喜
,

每片含烯丙呱三峪 30 n嗯
,

阿 ll} 碱 10 n l g
,

据资料记载
,

本药有提高动脉血氧分压功能
,

在潮气

量及呼 吸率恒定情况下可使病人血氧分压提高25 %
,

血氧饱和度亦 明显提高
。

它还有增加大脑组织氧供应

,一,̀

:

,月月..

厂产的都可喜片
。

每 日早晚各 1 片 口服
。

用药时间分

别为脑病出现后第 5
、

z
、
1 5天

,

疗程分别为 8 0
、
4 5

、
9 0

天
,

平均用药 71
.

7 天
。

1
.

2
.

2 其他治疗 均配合应用高压氧
、

体外 反 搏和

脑细胞赋能剂
,

有感染者加用抗生素
。

1
.

2
.

3 治疗效果 痊愈 2 例
,

基 本 痊愈 1 例
。

痊愈

者精神及行为如常人
,

无后遗症
,

出院后从事正常工

作 ; 基本痊愈者表情自然
,

间答基本合理
,

能独立行

走
,

生活基本自理
。

2 典型 . 例】

患者万某
,

男
,

25 岁
,

病志号 2峨3 7号
。

因烧火墙

取暖中毒
。

1 9 9 0年 11 月 21 日晨 6 时许被他人发现昏迷

于床上
,

口旁有咖啡色呕吐物
,

二便失禁
。

于当地医

院气管插管及简单处里后急转我院
。

患者深度昏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