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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生产性 巴胺磷中毒 15 例报告

长春市卫生 防疫站 ( 130 06 1)

长春市第二人 民 医院

张风 兰

张大松

赵忠杰

马秀娟

李 萍

李志儒

1 9 9 1年 6 月长春某化工厂发生一起15 人中毒的较

严重的生产性农药中毒事故
,

现报告如下
。

1 中毒事故发生概况

该厂农药车间首批生产巴胺磷成品 (棕黄色油状

液体) 4
.

2 吨
,

用户提货时发现成品内混有杂质 (原

因不详 )
,

即临时采用两层白布过滤清除杂质
。

过滤

作业为敞开式
,

从 6 月 24 日下午 4 时始
,

至 25 日清晨

工作结束
。

当时参加作业的工人未穿防护服
,

未戴防

毒面具
。

6 月 2 5 日上午
,

相继有人出 现 头 痛
、

头晕
、

恶

心
、

呕吐等症状
,

经对该车间全部接毒工人体检
,

先

后有 15 人确诊为急性生产性巴胺磷中毒
,

患 病 率 为

3 9
。
4 7 %

。

2 临床衰现及实验室检奋

1 5例中毒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在 19 一 40 岁
。

本组

病例在工作 6 一 24 小时后陆续发病
。

临床表现
:
15 例患者中出现头晕

、

乏力
、

恶 心 15

例
,

呕吐 9 例
,

胸闷
、

气短 7 例
,

腹隐痛 5 例
,

视力

模糊 4 例
,

瞳孔缩小 8 例
,

流涎 4 例
,

肌纤维震颤 6

例
,

昏迷
、

抽搐
、

尿失禁 1 例
。

实验室检查
:

15 例患者血液胆碱酷酶活性均显著

降低
,

其中1例患者胆碱酷酶活性绝对值降至 。
.

8 , 2 ;

心电图改变 1 1例
;
末梢血白细胞改变 8 例

。

余项 尿常

规
,

血清钾
、

钠
、

氯
,
二氧化碳结合力

、

肝功能及 胸

部 X 线检查等均在正常范围
。

根据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

诊断急性重度 巴胺

磷中毒 1例
,

急性中度 巴胺磷中毒 3 例
,

急性轻度巴

胺磷中毒 n 例
。

3 洽疗与转归

15 例患者经用阿托品
、

解磷定
、

A T P
、

辅酶A
、

维

生素 B
、

C 等药物治疗后
,

头晕
、

乏力
、

恶心
、

呕吐
、

多

汗
、

视力模糊
、

腹痛
、

肌纤维震颤等症状均于 1周内恢

复
,

心电
、

血液胆碱醋酶活性改变均于 3 周内恢复
。

1 5例中毒患者均痊愈出院
,

随访 6 个月无再发
。

硝化甘油中毒 1 例报告

山东省 劳研所临床部 ( 2 5 0 0 0 1 )

山东省立 医院职业病科
王金峨 王 刚珠

硝化甘油
,

又称三硝酸甘油醋
。

广泛用于黄色炸

药和制药工业中
,

职业中毒病例罕见
。

现将所遇 1 例

报告如下
。

刘某
,

女
,

45 岁
,

住院号 3 6 0 93 2
。

因 头 痛
、

头

晕
、

健忘半年于 1 9 9 1年n 月 6 日入院
。

患者于 1 9 9 1年

5 月 9 一 20 日从事固态火药 (硝化甘油 ) 切 片 后 粉

碎
、

过筛工作
。

标准粒度为 2 1刀 n l x 2 I l l J l l
,

均为徒手操

作
。

车间无任何通 风排毒设施
,

飞扬的火药粉尘弥漫

于整个工作间
。

操作者只着 一般棉布工作服
,

不戴 口

罩
。

工作人员除可吸入大量尘粒外
,

暴露部位皮肤亦

严重污染
。

开工第二 天患者感轻度头胀
、

头晕
。

症状

逐渐加重
。

10 天后 因剧烈头痛
、

头晕病休
。

给予 镇

静
、

镇痛药物治疗无效
,

头痛由双太阳穴处发展到全

头痛
,

伴恶心
、

头皮麻木
、

失眠
、

恶梦
、

健忘
、

情绪

不稳
、

焦虑
、

垂泪
、

周身乏力等症
。

于 1 9 9 1年 n 月 4

日来本科就诊
。

本患既往健康
,

无神经
、

精神病史
,

无烟酒嗜好
。

同工种 1 2人中有 7 人于操作后出现头胀
、

头晕等

不适
,

症状 于停工脱离接触后逐渐好转
。

查体
: T 3 6

.

s
o
G

,

P 7 7次 /分
,

R Zo 次 /分
,

B P 一4 /

n k P a 。

发育营养好
,

神志清
,

精神不振
,

述及病情

时时而表现激动
,

头颅正常
,

发稀疏无光泽
。

双眼结

合膜明 显充血
,

巩膜无黄染
。

耳鼻无特殊发现
。

lL 唇

无发络
,

咽充血
。

颈软
,

甲状腺不大
。

心率77 次 /分
,

律齐
,

各瓣膜听诊区未 闻及病理性杂音
。

双肺呼 吸音

清
,

未闻及干湿 罗音 和哮鸣音
。

腹软无压痛
,

肝脾未

触及
。

肝
、

肾区无 叩击痛
。

肢端痛触觉无异常
。

生理

反射存在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实验室及其他辅助检查
:

血
、

尿
、

便常 规 均 正

常
。

肝功正常
,

H B s A g ( 一 )
。

胸部平片未见异常
。

E K G
、

E E G均正常
,

颅脑 C T
、

三维穿颅多谱勒均未见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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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

硝酸甘油中毒
。

治疗
:
给子 麦角胺咖啡因常规荆量治疗

,

效果明

显
。

配合能录合剂
、

谷维素
、

B 族维生素
、

维生素 C
、

中药等综合疗法
,

两个月痊愈出院
。

讨论 硝化甘油
,

是一种极易爆炸的醋类化合物
。

可通过 呼吸道
、

消化道
、

无损皮肤进入机体
,

引起动

脉血管扩张
、

心动过速和血压降低
。

长期接触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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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中毒
,

导致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失常
。

若食入大

址硝化甘油
,

可引起致死性虚脱
。

硝化甘油对皮肤
、

粘膜有刺激和过敏作用
。

本例患者有硝化甘油密切接

触史
,

有头痛
、

头晕等神经系统为主要功能性损害的

典型症状
,

麦角胺咖啡因常规治疗有显效
,

又具接触

者群体发病的特点
,

故硝化甘油中毒的诊 断 可 以 确

立
。

亚急性苯中毒致死 1

浙江省台州地区卫生防疫站 ( 3 17 0 0 0)

台州地区黄岩市卫生防疫站

台州地区某个体制鞋厂 1 名工人接触苯 4 个半月

引起亚急性重度苯中毒死亡
。

为了更好地预防苯中毒

的发生
,

现将调查情况报道如下
。

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某个体厂生产拖鞋
,

使用含有高浓度 苯 的 枯胶

剂
。

生产场地位于二楼朝北的房间
,

室内容积为 69
.

69

m , ,

玻璃窗宽 1
.

3m
,

高 1
.

3 5m
。

劳动条件差
,

设备

简陋
。

生产工艺流程为
:
划料

.

一 ) 做帮一令 锉帮
~

一 )

粘帮脚 一一) 复爪 一一 ) 整理
。

粘帮脚
、

复爪 为 枯 合 工

序
,

用手工刷胶
,

氯丁胶浆倒入容器内敞开使用
,

刷

胶后产品用 250 瓦的红外线灯加热烘干
,

无局部通风

设备
。

厂主共雇工 4 名
,

每天平均用粘胶剂 7 公斤
,

生产时室内散发出大量苯燕气
,

工人未戴防毒口 罩
。

刷胶后的产品堆放在操作场所
,

窗门常关闭
。

模拟试

验测试结果
,

作业场所空气中苯浓度超过 国 家 标 准

(4 o m g z
夕

m s) 8一 34 倍
,

粘合工序使用氯丁胶时车间

空气
,

苯平均浓度为 6 4 7
.

5 3m g /m 3 ,

操作点苯最高浓

度为 1 38 3
.

8m g力11 3 ,

最低浓度为 3 O 2
.

4m g力n , 。

如匕苹苹

吕金标

例报告

陈福森 严建华 龚玉昆

2 脸床资料

死者应某
,

女
,

4 5岁
。

1 9 9 2年 只月 1 0日因头昏 3

个月伴牙故出血
,

皮肤寮点察斑 4 天
,

骨穿提示 为再

障入院
。

发病前有 4 个半月苯接触史
,

平均每 日工作 10

~ 1 4小时
。

患者既往体健
,

无特殊病史及服药史
。

既

往月经正常
,

末次月经为 1 9 9 2年 2月 3 日
, 一 直持续到

3 月 2 日临死
。

家族中否认有类似疾病
。

体格检查结

果全身可见散在痪点寮斑
,

尤以后大腿内 侧 寮 斑 明

显
,

面积大约手掌大小
,

其他无异
。

化验结果
:

W E C

i
。

6 x l o ,
/ L

,

H b 4 19 / L
,

P C 魂s x 〕o , / L
。

骨髓象显

示
:

粒细胞系
、

红细胞系增生明显减少
,
而 淋 巴 细

胞
,

浆细胞比例增高 , 巨核细胞未见
。

患者入院后用

三联治疗
,

入院一周后发热
,

经抗炎处理热渐退
,

但

两天后出现头痛
,

经观察考虑颅内出血
,

予以输血及

激素
、

甘露醇等治疗
。

1 9 9 2年 3月 2 日上午 8 时因颅内

出血致呼吸衰竭而死亡
。

与死者在同 一 鞋厂做工 的沈

某接触苯 3个月
,

经住院亦确诊为亚急性重度苯中毒
。

( 本文承 台州地区卫生防疫站谢忠俭主任 医 师 审 阅 修

改
,

特此致 谢 )

杀虫眯中毒致心房纤颤 1 例报告

禹城县人民 医院 ( 2 5 1 2 00) 段长利 董元冲 董 元玲

患者男
,

22 岁
,

口服杀虫眯 3 om 1 20 分钟后出现

胸闷
、

心悸
、

呕吐
、

意识模糊就诊
。

体检
:

脉搏 1 00

次 /分
, B P 1 3 s/ k P a ,

神志不清
。

心音强弱不一
,

心律

不齐
,

心率 125 次 /分
,

脉搏短细
。

双肺呼吸音粗
。

腹

软
,

肝脾未及
。

实验室检查
:
胆碱醋酶活力 75 u

。

心

电图示快速型房颤
。

立即给予清水洗胃
,

洗胃液 2 0 0 0 0

m1
,

半小时后洗胃液澄清
。

同时给予西地兰 。 .

4m g
、

50 % G S 40 1111 静脉推注
。

入院 50 分 钟时
,

听诊房颤

消失
。

复查心电图恢复窦性心律
。

诊断
:

杀 虫 眯 中

毒
、

心房纤颤
。

次日行超声 心动图检查
,

示心内结构

正常
。

给予保肝
、

促排泄等综合性治疗 12 天痊愈出院
。

随访半年
,

心电图正常
。

该患者既往身体健康
,

否认心脏病史
,

服毒后出

现房颤
,

其中毒机理可能是毒物抑制线粒体
、

三磷酸

腺普酶的氧化磷酸化作用
,

造成心肌缺氧所致 , 也可

能是毒物对单胺氧化酶的抑制作用致心房异位节律点

兴奋性升高
,

或二者共同作用所致
,

有待 进 一 步 探

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