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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的 X线表现
,

早有国内外学者研究 报 告
,

19 66年 M o u r n l “ u 在芬兰的三个邻近石棉矿地区的

貂 8例尸 检中发现 40 %病例有胸膜斑改变
.
青岛市报

道在石棉肺患者中胸膜斑检出率为 3 1
.

38 % , 重庆市

石棉协作组
,

在石棉肺患者中占5
。
3%

,

可见报道不

一
。

本组胸膜斑检出率为41
.

8% (56 例 )
,

在 56 例中
,

右侧占23
.

2 % ( 13 例 )
,

左侧占16
.

1 % ( 9 例 )
,

双

侧 占57
.

1 % ( 32 例 ) ,

脆肌 3
.

6 % ( 2 例 ) , 病理资

料证明隔肌胸膜斑的发病率很高
,

本组 7 例尸 检均有

隔肌胸腆斑
,

而 2 例 X 线胸片可见胸膜斑钙化阴影
,

在 日常读片时不易辨认
。

原因
:
腹部软组织与横脆及

斑密度一致
,

只有胸膜斑钙化
、

僵直
、

变直时
,

才易

发现
。

有人采用小剂量人工气腹方法
,

可 提 高 检出

率
,

但是
,

操作麻烦
,

不易被病人接受
,

又不适于普

查时应用
,

胸壁胸膜斑多发生于了
、
8

、
9肋间的后外侧

,

肺尖及肋脆角未发现
。

胸膜斑的 X 线形态
,

就其发生的不同部位
,

各有

其不同形态
,

常见在侧胸壁的斑
,

沿胸壁内缘呈条带

状
,

三角形尖向肺门
,

厚度为) ~ 5111111不等
,

最厚可

达 10 n ln l 。

有时需与肋骨的伴随阴影
,

前锯肌的阴影

加以区别
。

接触石棉尘显示胸膜斑是一种特征性改变
,

但不

一定同石棉肺的病情轻重程度相一致
,

本组病例
“ 。干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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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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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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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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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
5%

,

“
I

”

未检出
,

不难看出胸膜斑仅能表示接触石棉尘的

征象
,

因此
,

胸膜斑应列为石棉肺诊断条件之一
,

在

不规则小阴影分别为 +0
、

+I 时
,

若有明确胸膜斑
,

可诊断为 I
、

I
。

其次有胸膜肥厚
,

胸膜钙什及脊柱

弯曲等均与石棉肺所致的胸膜病变有关
,

值得注意
。

本组 134 例石棉肺中有 14 例合并肺癌
,

占10
.

4%

(其中 1例间皮瘤
,

经尸检后病理诊断 )
,

而仅有 7

例合并肺结核
,

占5
.

2%
,

肺部肿瘤比肺结核并发率

高一倍以上
。

因此
,

在阅读胸片时
,

应早期发现肺肿

瘤
。

根据 1 98 6年公布的尘肺 X 线诊断标准
,

对照本组

病例的X 线特点
,

我们认为新的尘肺 X线标准完全适

合于石棉肺诊断
。

三氯杀蜻醇农药中毒81 例分析

张启煊
.

邓 森
,

何仁辉
,

三抓杀蜡醇又名开乐散
,

系一种有机氯杀蟒剂
,

7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批量生产
。

关于其中毒的报道尚

不多见
,

作者复习 1 98 4~ 19 92年国内医学文献
,

现对

我们收治的 81 例三舰杀瞒醉中毒报告如下
。

1 脸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8 1例中男 2 1例
,

女 6 0例
,

年龄 1 6~ 8 2岁
。

口服中

毒 80 例
, 口服量多为20 %乳剂20 ~ 5 00 毫升

,
量不详

1 2例
。

与有机磷农药混合中毒 5 例
,

其中 1 例为喷洒

1 60 5与三氯杀靖醇混合中毒
,

与杀虫眯混 合 中 毒 3

例
。

中毒到就诊时间多数为 0
.

5~ 3小时
。

1
。

2 临床表现

潜伏期 5 ~ 30 分钟
。

73 例单独三氯杀蜻醉中毒主

要表现为头昏
、

乏力 63 例 ( 8 6
.

3。% ) ,

头 痛 42 例

( 5 7
.

5 3% ) ,

面部潮红 1 4例 ( 1 9
.

1 8% )
,

恶心 5 5例

(7 5
.

34 % )
,

呕吐 50 例 ( 6 8
.

4 9% ) ,

呕吐咖啡样胃内容

物7例 ( 9
.

5 9% )
,
口吐白沫 6 例 (8

.

22 % ) ,

咽喉疼痛 17

例 ( 2 3
.

2 9% )
,

胃灼热感 2 2例 ( 3 0
.

14% )
,

腹痛 1 2例

( 1 5
.

0 7% )
,

腹泻 2 3例 ( 1 7
.

8 1% ) ,

四肢麻木 6 例

( 8
.

22% )
.

抽搐 3例。
.

1 1% )
,

意识障碍1 2例 (16
.

4 4写 )
,

瞳孔扩大 11 例 (1 5
.

07 % )
,

瞳孔稍缩小 3 例 ( 4
.

n % )
,

唇给 5 例 (6
。

85 % )
,

体温升高 n 例 l( 5
.

0 7% ) ,

血压

下降 6 例 (8
.

22 % )
,

肺部湿罗音 5 例 (6
.

85 % )
,

心率

增快 9 例 ( 1 2
.

33% )
,

心率减慢 2 例 ( 2
.

73% )
。

与有机

礴及杀虫眯混合中毒者除有上述表现外
,

尚有有机礴

及杀虫胖中毒表现
。

1
。

3 实验室检查

45 例查血常规
,

白细胞 3
.

6~ 1 8
.

6 x 1 0 ’ / L
,

其中

> 10 x 10 ,
/ L 者 14 例

,

中性粒细胞> 70 %者 15 例多 41

例查尿常规
,

尿蛋白 ( + )者 6 例
,

有白细胞者 8 例
,

红细胞 6 例 , 18 例查肝功能
,

4 例黄疽指数
、

了例谷

丙转氨酶增高 , 1 0例查 K
+ 、

N a + 、

C l
一、

C a + + 、

B u从
C O Z C P 结果均正常 多 8 例 查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

2 例
,

S T 段压低 2 例
, T波倒置 1 例

。

1
.

4 治疗及预后

入院后 用 2 %碳酸氢钠液或清水彻底洗胃
,

用硫

1
.

湖 北省汉 阳县人民 医院 ( 4 3 0 1 0 0 )

2
.

湖 北省黄石市第一医院

3
.

朔北省仙挑市三伏潭卫生院



艘镁导泻
。

轻者补液 以利毒物排泄
,

用维生素 C
、

糖

皮质激素
、

肌普等对症治疗
。

重 症者根据病情加 用

2 0% 甘露醇 1幼~ 2 5 0毫升与 5 0 % 葡萄糖 60 毫升
,

每 4一

6 小时交替静注
,

以降低颅内压
,

防治脑水肿并注意

电解质平衡
,

并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及进行 保 肝 等治

疗
。

对烦躁
、

抽搐者肌注安定
、

苯 巴比妥或水合氯醛

保留灌肠
。

81 例患者除 1 例于入院 7 小时死于呼吸衰

竭外
,

余者痊愈
。

住院天数最长者 5’ 天
,

轻症病例 3

一 5 天痊愈
。

2 讨论

三氛杀靖醉的化学名称为 1
,
1一双 (对氯苯基 ) -

2
,

2
,
2一三氯乙醉

,

工业品为揭色透明油状液体
。

原药

可经皮肤及消化道吸收
,

雄性大白鼠 口 服 急 性中毒

L D 。 。 为 s o g i n g / kg
,

雌性大白鼠经口 L D , 。为 6 s sm g /

k g
。

其中毒机理尚不明
。

三氯杀蜗醇在动物体内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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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氯二苯甲酮 (D B F )及氮仿
。

三氯杀瞒醇农药制品

以苯 或二 甲苯 为溶剂
口

所以 口服三氯杀瞒醇农药中毒

实际上是 三氯杀瞒醇和苯的混合中毒
。

从本组病例所见
,

三氯杀瞒醇中毒症状和其他有

机氯杀虫剂相似
,

全身症状以头晕
、

头痛
、

乏 力 为

主
,

恶心
、

呕吐等消化道症状较为突出
,

严重者可出

现神志恍惚
、

昏迷
、

抽搐
、

肺水肿
、

血压下降等
。

三氯杀蜻醇中毒目前实验室检查尚缺乏 特异诊断

指标
。

三抓杀蜗醉中毒尚无特殊解毒剂
,

彻底清除毒物

和对症治疗为主要措施
。

另外
,

对症冶疗亦很重要
。

三氯杀蟒醇与有机磷
、

杀虫眯农药混合中毒时
,

宜先

分别按有机磷
、

杀虫眯中毒处理
,

同时根据病情给予

对症治疗
。

15 6名三硝基甲苯作业工人 7 年

晶体检查结果分析

丹东市职业病防治院 (1 18 0 0 2) 郭敏珍 张 玉

诊断三硝基甲苯白内障
,

除必须其备可靠的职业

史外
,

还要依据晶体的混浊形态
。

我院从 1 9 8 4一 1 99 1

年对某化工厂从事三硝基 甲苯作业工人迸行了健康监

护检查
,

着重观察了晶体混浊形态
,

现将 4 次检查中

资料齐全的 1 5 6人的 3 2 2只 眼 (其中男 1 3 1人
,

女 2 5人 )

晶体检查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

1 劳动卫生情况

该厂主要生产 T N T 炸药
,

各作业场所空气中T N T

粉尘浓度常超国家标准 (1 m g / 1 11
3
)

,

球 磨车间平均为

1 6
.

5m g /m
3 ,

混合车间为 9
.

s m g /n 1 3 ,

大包车间为

gm g /m
3 ,

小包车间为 3
.

19 m g /m , , 防潮车 间 为

1
.

2 5 Jl l g /m
3 。

2 检变方法与分组标准

先查裸眼视力
,

然后再用 0
.

5% 托品酞胺散瞳 ( 40

岁以上受检者用 1 %新福林 )
,

在瞳孔充分散大的情

况下
,

在暗室里用彻照法查晶体
,

根据晶体混浊形态

将受检眼分为以下 6 组
。

( 1 ) 正常组
:

晶体周边部无点暗影
;

( 2 ) 点混组
:

晶体周边有点暗影
,

尚未形成环

l谙影 ;

( 3 ) 楔环组
:
品体周 边有环状暗影

,

环由多数

楔形混浊连接而成
,

楔底向周边
,

楔端指向中心 ,

( 唯 ) 楔环 十 小环组
:
晶体周边有楔环混暗影

,

中央部出现相当瞳孔直径大小的环状暗影 (包括盘
、

瓣状 ) ;

( 5 ) 非楔环组
:

晶体周边有环暗影
,

环由毛刷

状
、

环条带状
、

腊肠式节段状等棍浊暗影连接而成 ;

( 6 ) 非楔环
+ 小环组

:

晶体周边有非 楔 环 暗

影
,

中央部出现相当瞳孔直径大小的小环暗形 (包括

盘瓣状 )
。

3 检查结果

3 门 乙1艺只 眼七年间晶体混浊形态变化情况

3
.

1
.

1 在晶体混浊的各种形态中符合 T N习了白内障的诊

断形态 (即 G B 3 2 3 1一 8 2职业性慢性三硝基甲苯中毒诊

断标准 ) 的楔环和楔环加小环者 1 98 4年到 1 9 9 1年共检

出 18 4只 眼
,

占受检眼数的 5 8
.

9%
。

3
.

1
.

2 标准 以外的非楔环混及非楔环加小环者也 占一

定比例
,

从 1 9 8 4年到 1 0 9 1年检出 98 只 眼 占 受 检 眼数

的 3 1
.

4%
。

3
.

1
。

3 随专业工龄的增长
,

品体 混浊渐增加
,

1 9 84年

查 3 12 只眼中有 56 只 眼品体正常
、

到 了 1 9 9 1年只剩下

10 只 眼没有改变
,

晶体混浊率占 9 6
.

8%
,

由 此可 见

T N T 白 内障与专业工龄有密切关系
。

3
.

1
.

4 晶体混浊都是双眼发生
,

但混浊形态又不完全

对称
,

如有单眼出现晶体瞳孔区有小环者
,

也有一只

眼晶体周边呈楔环混而另 眼为非楔环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