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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运动神经较感觉神经受累为重
,

而远端神经较神经 动神经纤维远端受累较重的病理特点是相符的
。

也与

于受累重
。

这些特点和小鼠慢性氯丙烯中毒时
,

以运 国内学者报道结果一致
。

表 2 19 例神经传导速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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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肾功能

本组 17 例检查尿总蛋白 及 刀: 一

M G
,

发 现 两 例

(工龄分别为 6 年及 5 年 ) 尿 刀2 一

M G 超过正常上限

(4 20 拼g电肌醉 )
,

分别为 7 39 与 4 3 9。# 9/ 9
,

该 两

例尿蛋白定量分别为 1 8 5
.

9及 1 6 6
.

7m g /g 肌醉
,

而血

清月: 一

M G正常 ( 1 5 7 5和 1 1 34 “ g / L )
,

表明这两例有

轻度肾小管功能异常的可能 , 这两例患者神经传导速

度也显示有神经原性改变
.

这方面工作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

以明确氯丙烯对肾功能的影响
。

2
.

4 本组 1 例轻度肝大
、

转氨酶轻度增高
,

以往无肝

炎史
、

亦无明显消化道症状
,

需作进一步检查
,

以确

定其病因
。

综上所述
,

根据长期密切接触氯丙烯史
、

有周 围

神经炎的临床表现
,

结合神经肌电图检查结果
,

本组

19 例中
,

诊断轻度慢性氯丙烯中毒 12 例
,

患病率为

6 3%
。

29 1 例煤工尘肺低氧血症的临床分析

煤炭工业部职业 医学研究所 (1 。 2 3 0 0) 姜风云 张建芳 赵玉杰 张 泌 刘晶 磊 唐 艾 华

低氧血症系严重肺部疾患引起
,
诱发 很 多 并 发

症
,

死亡率高
。

煤工尘肺患者由于慢性肺部纤维化
,

肺顺应性降低
,

是引起低氧血症的主要原因
。

据近 5

年 ( 1 9 8 8一 1 9 9 2年 ) 我院 4 0 1例煤工尘肺统计
,

以动脉

血气为轴
,

使用 A B L 一 3 型血气分析仪 (丹麦产 )
,

测氧分压 ( P a O 砂在 10
.

6 6 k aP (80 m川H g ) 以下者为

低氧血症
,

共 291 例
,

占住院尘肺病人总数7 2
.

5 7%
。

现

将其临床资料加以分析
,

以便早期发现
.

,

早期防治
。

1 材料分析

2 91 例均为男性
,

平均年龄 6 3
.

6 2岁 ( 53 一 肠岁 )
,

I

期煤工尘肺 90 例
,

I 期 1 4 3例
,

l 期58 例
。

根据 P 二O :

将低氧血症分为三级
:

轻度 1 0
.

6 6一 7
.

9 9 k P a( 8。一 60

m n 1 Hg )
,

中度 7
.

9 9~ 5
.

33 k P a ( 6 0一左om nr l l g )
,

重度

5
.

3 3 k P a( ,10
~

Hg) 以下
。

29 1例低氧血症 的煤
一
r
一

尘

肺中有 2 0 0例 ( 6 8
.

7 3% )为轻度
,

j[ 8例 ( 2 6
.

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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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13 例 (4
.

47 % ) 为重度
。

我们对 291 例患者作以下 分

析
: (1 ) 分析 P a O : 与煤工尘肺年龄组之间的关系

:

结果 50
、

60
、

70 岁各年龄组与 aP O Z无明显关系
。

(2 )

分析 P a O : 与紫绪的关系
:
将紫给分为无

、

轻
、

中
、

重度

四级
,

aP O : 在 10
.

66 k aP (8 om翔赶 g ) 以下者无紫绪

2 7例 ( 9
.

2 5% )
,

轻度 25 5 例 ( 5 3
.

36 % ) ,

中度二s ` 例

( 2 8
.

8 7% )
,

重度 2 5例 ( 5
.

5 9 % )
。

( s )分析买r 傲0 2与呼

吸困难程度关系
:

将呼吸困难分为无
、

轻
、

中
、

重四

度
,

P a O : 在土0
.

6 6k aP (80 1n m H g) 以下者无呼吸困

难 2 0例 ( 6
.

5 7% ) ,

轻度8 9例 ( 3 0
.

5 5 % )
,

中度
一

1 2 1例

( 4 1
.

5 8% )
,

重度 6 1例 ( 2 0
.

9 6% )
。

( 4 )分析 aP O Z与肺

部感染的关系
:
经X 线检查低氧血症的 29 1例煤工尘

肺中肺部感染者 17 1例
,

占5 8
.

76 % , 同时合并慢性支

气管炎者 21 6例
,

占7 4
.

2 3%
; 肺部有罗音等阳性体征者

2 1 5例
,

占7 4
.

9 1% ; 白细胞增高者 1 4 5例
,

占 5 0
.

8 6% ; 不

增高者 143 例
,

占4 9
.

1 4%
。
(5 )分析 P a O Z 与心 电图 异

常情况
:

结果 29 1例低氧血症煤工尘肺中
,

心 电 图 以

顺时针转位
,

窦性心动过速 S T一 T 变化为主
,

三者

占心 电图改变的 5 3
.

3 8%
。

(6 )分析 P a O Z

与死亡 的关

系
:

2 91 例低氧血症煤工尘肺患者死亡 1 7例
,

死 亡 率

为 5
.

8 4 %
,

P a O : 在 7
.

9 9k P a ( 6 om n 江19 )以下可诊断

为呼吸衰竭
,

其中死亡 1落例
,

占死亡总 数的 8 2
.

3 5%
。

从死 因分析中看出因肺性脑 病 死 亡 者 有 n 例
,

占

6 4
.

7 1%
,

居首位
。

2 讨论

本文以动脉血氧为轴
,

将 p a O Z 在 l o
.

6 6 k P a ( 6 0

州 J l l月 g) 以下 2 91 例低氧血症的煤工尘肺进行临床 分

析
。

401 例住院煤工尘肺中有 291 例珑 0 : 在 l o
.

6 6 k aP

(6 0二田叮王g ) 以下
,

占72
.

87 %
,

说明煤工尘肺在住院

患者中低氧血症发病率很高
。

其中P a O ,在 7
.

” k P a

(6 。n 生r n H g )以下达到呼吸衰竭标准有 91 例
,

占 3 2
.

2 7

%
。

本文报道 60 岁 以上老年组煤工尘 肺 240 例
,

易 发

生呼吸衰竭
,

预后不良
。

29 1例低氧血症煤工尘肺年龄组偏高
,

平均 年 龄

63
.

62 岁
,

系属老年组
,

年龄组与 P a o : 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
,

可能与煤工尘肺发病年龄偏高有关
。

不同的氧

分压与紫组有明显差异
,

低氧血症患者也可以不出现

紫绪
。

本文报道无紫绪者27 例
,

占9
.

28 %
,

不同氧分

压与呼吸困难有明显差异
,

随氧分压降低
,

呼吸困难

明显加重
,
以中度和重度呼吸困难居多达 18 2 例

,

占

6 2
.

5 4%
,

呼吸困难与氧分压降低呈正相关
。

笔 者报

道 401 例煤工尘肺患者出现 29 1例低氧血症
,

其 中 171

例 ( 5 8
.

7 6% ) 合并肺部感染
,

是低氧血症的主要 原

因之一
。

国内有人曾报道 60 %老年死者有肺部感染
。

这

也是老年组煤工尘肺的特征之一
29 1例低氧血症煤工尘肺中有 1 43 例白细 胞 不 增

高
,

占 4 9
.

1 4%
,

但多有核左移现象
,

是老年人 煤工

尘肺特征之一
,

这与老年患者器官组织老化
、

反应性

低下及煤工尘肺患者免疫力低下有关
,

应引起重视
。

本文 2 91 例低氧血症患者心电图改变
,

以窦性心动过

速
、

S T一 T 改变为主
,

反映出心肌缺氧
。

从低氧血症

死亡患者的死因分析中看出第一位是肺性脑病
,
多发

生在 aP O : 7
.

9 9k aP ( 6 o m n任 19 ) 以下
,

故在 p a o :

降低时应积极防治肺性脑病
。

测定尘肺病人的 P a O . ,

了解患者低氧血症的情况
,

是简便宜行的方法之一
,

可以早期发现
、

早期防治
,

降低死亡
。

解磷定在胃内解毒的临床应用

浙江省余杭县瓶窑医院 ( 3 1 1 1 15) 唐玉泉 杨浓
户

冶 王争鸣 孙荣强 胡建芳

有机磷农药在胃内吸收快
,

常规阻止毒物吸收的

方法是洗胃
。

由于洗胃需要一定的设备和时间
,

同时

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病人情况很差
、

机器故障
、

停电
、

胃管阻塞等情况
,

会给抢救增加困难
。

据此
,

我们用

解磷定灌胃及 口服进行胃内解毒
。

现将动物实验及临

床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

1 动物实验

实验材料

小鼠 (取材于浙江省中医学研 究 所 ) 20 只
,

体重 2 09
,

雌雄各半
。

1
.

1
.

2 解磷定注射液
:
上海海 普 药 厂 生 产

,

批 号

8 9 0 3 5 1
。

1
.

1
.

3 甲胺磷液
:

浙江省湖州菱湖化学厂生产
,

批号

89 0 8 6 1
。

1
.

2 实验方法

1
.

2
.

1 小鼠随机分成 A
、

B
、

C 3组
。

1
.

2
.

2 A
、

B
、

C 3组均给全数致死量甲胺磷 ( 40 1119 /

蛇 ) 灌胃
。

染毒后
,

A 组不作任何处理 , B组紧接着

灌入解磷定 400 1119 /蛇
, C组紧接着灌入 0

.

9%氯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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