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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职业中毒性肝病临床研究
I 急性职业中毒性肝病诊断及治疗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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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据 Zn 例急性职业中毒性肝病资料
,

探讨本病的诊断及治疗
。

诊断要采用综合分析
,

肝功

能试验中以 A L T最为敏感
,

而 A S T / A L T 比值作为鉴别病毒性肝炎的指标并不确切
。

对误诊的原因及

治疗原则等
,

都加以讨论
。

关钻词 急性职业中毒性肝病 诊断指标 治疗原则

根据 Z n 例 急性职业中毒性肝病的临床资

料
,

探忖其诊断及治疗
。

2 11 例中毒的毒物种 1 肝功能试验结果

类
、

症状
、

体征及转归等资料
,

见本研究第一 急性职业 中毒性肝病 Zn 例
,

肝功能试验

部分总结山
。

结果见表 1
。

其中 20 例急性氛仿中毒肝功能试

裹 1 皿 1例急牲职业中毒性肝病肝功能试验结果

试脸项 目 A !丁 r A S T 下
一

G T 人 S八 I
」

J组̀巴 咦口J吸组̀nJ月̀门勺
,丹̀O,上几七21孟检侧例数

异常例数

% 7 8
.

6 7 7 1
.

7 5 8 1
.

4 7 7 5

注 :
A L T (血清丙氮酸转氮醉 )

、

A S T (血清天门冬氨欣氨基转 移酶 ) 为赖 氏法
,

下
一

G T ( y
一

谷氛院 转 肚醉 ) 为重撼

法
,

A S A L (精 氮酸代珑拍酸裂解醉 ) 为赖 氏法

衰 2 急性氯仿中毒性肝病肝功能试验结果

试脸项 目 P A A D A 八 l G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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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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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P A (前 白蛋 自 )
、

T f (转铁蛋 白 ) 为火箭 电泳法
,

C G (甘胆酸 ) 为放射免 痰法
,

G S T (谷 耽 甘肤
一

5
一

施 从转移

醉 ) 为卜舰
一
2

,
4
·
二硝纂苯法

,

A D A ( 腺仆脱 氢醉 ) 为 次氛酸法

验项 目较多
,

结果见表 2
。

胞再生
。

2 肝脏活体组织检查结果

本组病例中有咒例做了肝脏穿刺活体组织

检查
。

病理检查结果示
:

全部病例均有不 同程

度的肝细胞混浊肿胀和水样变性
; 9 例见有不

同程度肝细胞点状坏死
,

伴淋 巴细胞
、

单核细

胞
、

枯氏细胞增生或浸润
; 2 例见有肝细胞脂

肪变性
; G例显示有不 同程度的肝脏充血

。

个

别病例尚见 有点状 炎细胞灶
,

伴中性粒细胞浸

润
;
血 计周围淋 巴细胞及单核细胞狡润 ; 肝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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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治疗

治疗皆以对症
、

支持治疗为主
。

给予特效

治疗的有 2 例铅中毒
、

2 例锑中毒
,

用金属络

合剂治疗 ; 5 例砷化氢中毒用透析疗法治疗 ;

1 8例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
。

重 症 肝 病 2

例
,

在一般支持
、

对症治疗的基础上
,

加用多

种氨基酸合剂
、

人血白蛋白
、

G IK
、 ’
肾上腺皮

质激素及中药
,

如茵枝黄
、

丹参等
,
取得较好

疗效
。

4 误诊病例

2 11 例中
,

误诊为急性病毒性肝炎者63 例
,

其原因见表 3 。

裹 3 误诊病例原因分析表

致病毒 物 例数

铅 2

锑 2

氛仿 3 8

二 甲纂 甲陈胺
、
备

4

8

苯 的硝 墓
、

氨荃化合物 1 2

氧 化佗 1

误 诊 原 因

未问职业接触史
,

将铅纹痛误 诊为急腹症

以呼吸道
、

心脏 的临床表现为主
,

肝脏损害未引起注 t

未问职业 接触史
,

而误诊为病毒性肝炎
、

感冒等

未问职业 接触史
,

误诊为感 冒
、

急性胃炎等

对毒物可引起肝脏损害的毒作用不 了解

未询 问职业接触史
,

误诊为病毒性肝炎

5 讨论

5
.

1 急性职业中毒性肝病由于发病和毒物接

触关系较明确
,

急性肝脏损害的临床表现明显
,

因此诊断一般不困难
。

完整 的诊断应包括病因

学
、

肝脏损害的类 型 和 程 度
,

现分述如下
。

5
.

1
.

1 病因学诊断 收集职业史
、

现场调查
、

流行病学史及生物监测等资料
,

以掌握接触毒

物的品种及方式
,

来判断有无中毒的可能
。

生

物监测也是病程中监 护 的贡 点项 目之一
,

本

组中很少病例有此项检查
,

这是急性中毒诊
、

治中的一大缺陷
,

今后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

创

造条件
,

以便及时应用
。

弓
.

1
.

2 化学毒物引起的急性肝脏损 害 可 分

以下类型
` , ” , :

弓
.

1
.

2
.

1 肝实质损害
:

( 1 ) 肝脏有不 同程

度的坏死
,

可兼有脂变 ; ( 2 ) 肝脂肪变
,

有

小泡性和大泡性肝脂肪变两种形式
。

5
.

1
.

2
.

2 胆汁郁积性损害
:
有毛胆 管 型

、

肝

毛胆管型及胆管型三种类型
。

5
.

1
.

2
.

3 肝血管损害
:

如肝紫瘫症等
。

本组病

例都属于肝实质损害中的类型
,

过 去 称 为 中

毒性肝炎
,

现称为中毒性肝病
。

如患者患其他

类型损害
,

应在诊断中列出
。

5
.

1
.

3 肝脏损害严重程度 因过去没有统 一

标准
,

故对本组病例未 予划分
。

待
“

职业中毒

性肝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正式公布后
“ , ,

可参考应用
。

5
.

2 症状和体征

2 1 1例中
,

以乏力
、

食欲减退
、

头 晕
、

肝

区疼痛
、

恶心
、

厌油等为本病的主要症状
,

病程

中随病情好转或恶化而转变
,

但在多系统损害

型可被其他严重症状所掩盖
,

也受到患者主观

因素或意识状态的影响
,

在判断中应加注意
。

本组中肝肿大 」
.

68 例
,

肝脾皆肿大 2 0例
,

在

整个病程中肝
、

脾均未打1及 23 例
,

这 23 例皆属

于病情轻
、

病程较短的病例
。

肝肿大皆伴有压

痛及 (或 ) 叩痛
,

质柔勒
,

少数有中等硬度
。

细致地打I诊检查
,

记录其动态变化
,

是诊断肝

病
、

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
。

毒物引起其他系统 (器官 ) 中毒损害的丧

现
,

为诊断本病的重要根据之一
。

5
.

3 肝功能试验的诊断意义

5
.

3
.

1 选择敏感的试验 A L T 为诊断最常用

和敏感的指标
,

动物实验 结 果 表 明 A L T 升

高程度和中毒剂量相关
,

但临床上 未 见 到 此

规律
,

而 A L T 活性升高持续时间长短
,

可作

为预后的参考指标
。

, 一 G T
、

A S T均不失为一



较敏感指标
。

P A半衰期仅 1
.

9天
,

可 反映肝

合成功能的轻微改变
,

适用于急性早期诊断指

标
` , ’ 。

血清胆汁酸测定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及敏

感性
“ ’ ,

可以选用
。

其他试验如A S组
J 、

A D A
、

G S T 等皆有一定异常率
,

但与 A L T 相比
,

并不具更多优 越性
,

故不 必列为常规检查项

目
。

5
.

3
.

2 探讨特异性试验 在 目前条件下
,

尚

无可作为本病共有的特异性诊断指标
。

A S T /A L T 比值在肝病 诊 断 中的 应 用

已有报道
〔 , ’ 。

在肝脏中 A S T存 在 于细胞浆和

线粒体中
,

有两种 不同的 同功酶
,

而 A L T仅

存在细胞浆内
。

应用 B er m ey 测定法
,

正常人

比值大于 1
,

平均为 上 5
。

急性 病 毒性肝炎 旱

期或轻型病毒性肝炎
,

大部分A L T释放
,

但仅

细胞浆内部分的A S T释放
,

比值
一

下降至。
.

邺
,

恢复期比值逐渐
_

L升 ; 阻塞性黄疽时比值常小

于 1 ,
肝硬化时上升到 1

.

44
,

在 评价中要考虑

测定方法的影响
。

C o h e n 报道
“ ’

A S T / A L T )

1见 于 9 1% 的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
、

711 % 的大结

节性肝硬化以及 50 %慢性活动性肝炎
。

急性中

毒性肝病也有类似情况的报道
` , , 。

本组中有7 2

例患者同时测定 A S T 及 A L T
,

仅 ! 例一次出现

A S T/ A L T ) 1的情况
,

故这一比值测定对鉴别

急性中毒性肝病和病毒性肝炎
,

无论在理论
_

L

还是实践中
,

皆证明无意义
,

不能作为鉴别诊

断的指标
。

对某一品种引起的急性中毒性肝病
,

探索

较为特异的肝功能试验指标作为 诊 断 参考指

标
,

已有报道
〔`。 ’ ` ” ,

但仅适用 于 某一梢}
:种的慢

性中毒诊断
。

5
.

4 病理学检查

本组中 22 例曾进行 肝 脏 穿刺 活休组织检

查
,

对诊断有一定帮助
。

目前穿刺仪器不断改

进
,

操作技术 日益提高
,

手术简便
、

安全
,

对

肝脏弥漫性病变诊断率高
。

今后如能研制本病

的病理诊断标准
,

将是对提 高诊断质量及累积

业务资料的一大贡献
。

5
.

5 误诊分析

本组中误诊 3G 例
,

占约%
。

皆为早期误诊

, },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洲 i二第 6 卷第 通期

为急性病毒性肝炎
。

误诊是因未考虑本病的可

能
,

主要原因是未询问接触史
,

少数情况是对

致病毒物的毒汁用不够了解
,

或临床观察不细

致所致
。

在工作
、

环境及生活中接触化学物质

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

掌握本病的临床特点
,

诊

断上提高警惕
,

是十分必要的
。

5
.

6 诊断原则

5
.

6
.

1 根据职业接触史
、

现场调查
、

流 行 病

学史及生物监测等
,

获得病因学资料
。

5
.

6
.

2 综合分析症状
、

体征
、

肝功能试 验 及

其他检查
,

获 得急性肝病的依据
。

5
.

6
.

3 分析肝彤
一

疾病是否是毒物中毒
:

接触

毒物时间和发病情况
、

毒作用性质 和 临 床 表

现 可能吸收的剂 量和严重程度等三个方而是

否相符
,

如从本相符
,

并做好奖别诊断
,

则本

病诊断可初步明确
;
如有不符之处

,

可根据具

体情况
,

进一步检查及给予必要处理
,

严密观

察
,

以期尽快明确诊断
。

5
.

7 治疗

5 7
.

1 本病病因明确
,

可采取针对性 措 施
,

如络合剂
、

血液净化疗法
、

特 异 性 解 毒刘

等
,

有指征时应及早应用
,

有较好疗效
。

5
.

7
.

2 本组中以对症
、

支持治疗为 主
,

其 药

物
、

饮食等和其他病因所致的急性肝脏疾病基

本相同
,

取得良好的疗效
。

5
.

7
.

弓 本组中较重病例应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

剂量为常用齐lJ量
,

疗程两周左右
。

在抢救治疗

急性严重病毒性肝炎中
,

多数学 者认为激素弊

多利少
,

不宜应用
。

卞病病因
、

发病机制铃与

病毒性肝炎不同
,

橄皮质激素仍为选用药物
。

5
.

7
.

4 本组中重症肝炎仅 2 例
,

皆参 照 暴 发

型肝功能衰竭抢救原则进行处理
,

2 例虽 青存

活
,

但以后发展为肝硬化
。

结合生活性 中毒所

致的卫症肝病
,

拟订
“

职业性急性重度中毒性

肝病的抢救和监护
” ` , , 〕 ,

可供参考
。

5
。

7
.

5 很据本病发病机制
,

用抗氧化剂
〔“ ’ 、

钙

拮抗剂
` ” ’

等治疗已进行研究
,

以高压氧治疗急

性四氯化碳中毒也有报道
〔
川

。

今后五鲜 F实践中

不断探索
,

以提高治疗效果
,

为发展本专业业

务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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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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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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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性肝病发病机理及诊断 的研究 》 临床 部分课题 沦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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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 1 ,
1

, 1一三氯乙烷中毒两例报告
西安仪表厂职工医院 ( 7 10 08 2) 王 抗美

1 ,
1

,
1一三氧 乙烷在工业中主要用作 有 机 榕 剂

、

墉沽剂和有机化学合成原料
。

未见有急慢性中毒的报

道
。

现报告两例急性中毒如下
。

【例 1] 女
,

40 岁
,

装配钳工
,

间断用 1
,
1

,
1一三氯

乙烷蒸气清洗零件两年
。

2 9 56年 7 月 27 ~ 25日
,

用 z
,
i

,
i 一三氯乙烷蒸气清

洗零件
。

回家后
,

出现 口麻 , 19 日 继 续 清洗 1小时

后
, 口唇发麻较前明显

,
同时伴头晕

、

走路不稳
、

心

悸
、

恶心
。

体检
:

血压 10
.

6 / 8
.

o k P a 。

呈嗜睡状态
,

皮肤枯膜未见异常
,

巩膜无黄染
,

结膜轻度充血
,

咽

部充血
。

心率 100 次 /分
,

律齐
,
双肺 ( 一 )

。

腹软
,

肝
、

脾未及
。

四肢肌力和 肌张力均正常
,
膝脸反射对

称
,

活跃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手汗 ( + )
,

舌倾 ( 十 ) ,

睑烦 ( + ) , 手颇 ( + )
。

实验室 检 查
:

R B C 5
.

3 5 又

1 0 1 . / L
,

H b 1 0 39 / L
,

WB C 5
.

l x 1 0 , / L , X 线胸

进 ( 一 )
。

对症处理两天后症状完全消失
。

随访患者
,

调离

压工作岗位
,
未再发生上述情况

,

仅留有神经衰弱综

合征
.

【例 2 】女
,

42 岁
,
装配钳工

,

间断接触 1
,

1
,
1

, 一
三

氯乙烷 4 年
。

1 9 8 8年 9 月 6 日
,

因 口唇发麻
、

头晕
、

胸闷
、

恶心
、

呕吐
,

来厂职工医 院职业病科就诊
。

患者于 9 月 5 日在清洗零件前
,

先将 1
,
1

,
1一三叙

乙烷从大捅中倒进盆内
,

再将盆里的 1
,
1

,
1一三 氯 乙烷

倒入小桶进行搅拌
,

最后倒入清洗梢 内
,
共 3 盆

,

约

g o k g
.

加热 80
O
c 左右开始清洗零件

,

整 个作业过程

约 2 小时
,

患者自觉头晕
、

恶心
,

呕吐 1 次
,

似酒醉

样
。

体检
:

血压 15
.

9/ I O
.

6 k P a 。

神志洁
,

语言流利
。

攀璐部位皮肤粗糙
,
眼球结膜充血

,

咽部充 血
。

心率

5 0次 /分
,

律齐
,
心尖区可 闻 I

“ s m
,

双示f了 ( 一 )
。

腹

软
,

肝脾未及
。

四肢肌力和肌张力均正常
,

膝艘反射

对称
、

活跃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实验室检查
: R B C 4

.

0 1 x 2 0 1急 / L
,

H b 1 2 09 /

L
,

WB C 7
.

3 又 1 0 . / L ; 尿常规 ( 一 ) , X线胸透 ( 一 ) ,

心电图示窦性心律不齐
。

给予对症处理和休息
,

观察两天后
,

症状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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