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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服黑索金致急性中毒 2 例报告

河北峰蜂矿务局第二医院内科 (。 562 0 1) 都建峰 孙逸群

黑索金又名硝宇
,

是工业上用的一种炸药
。

外观

白色结晶状
,

无臭
,

易与同样外观的食物和药物相混

淆
。

我院曾抢救 2例急性黑索金中毒病人
,

报告如下
。

【例 1] 男
,

30 岁
。

入院前 4小时因上腹部疼痛
,

误

将黑索金当做舒可平服用
,

服用量约 15 9
。

半小时后感

头晕
、

乏力
、

恶心
,

呕吐一次为 胃 内 容物
。

体检
:

T 3 7
o
e

,

P 6 4次 /分
,

R Zo次 /分
,

B P i 7
.

3 / l o
.

7 k aP
。

神清
,

两瞳孔等大等圆
。

心肺无异常
。

腹软
,

上腹中

部压痛
,

肝脾未触及
。

神经系无异常
。

实验室检查
:

H b i i o g / L
,

W B C 2 3 x 1 0 , / L
,

N o
.

s g
,

L o
.

1 1
。

尿常

规
:

非晶形磷酸盐 ( + + 十 )
.

肝功能无异常
,

尿素氮

3
.

o n u n 0 1/ L
。

入院后 立即采取清水洗胃
、

导泻
、

补

液
、

利尿等措施
,

促进毒物排泄
。

1 小时后
,

患者频

紧抽搐
,

每次发作持续 2~ 4分钟
。

经用安定
、

水合抓

醉及冬眠药物后
,

第 3夭抽摘停止
。

抽描发作时多次

查眼底未见异常
。

抢救中共用美兰 18 om g静注
。

住院

1 3夭后痊愈出院
,

随访3年
,

无后遗症
。

【例 21 女
,

52 岁
。

入院前 1小时服治疗急性胃炎

药物时
,

误服黑索金约10 9
。

当时感心悸
、

头晕
、

恶心
,

呕吐 2次为胃内容物
,

急送当地医院
,

经洗胃
、

催吐

后转至本院
。

体检
: T 3 6

.

3oc
,

P 100 次 /分
,

R 16 次 /分
,

B P 14
.

6 / 9
.

2k aP
。

神清
,

两侧幢孔等 大 等 圆
。

心

肺无异常
。

腹软
,

上腹部压痛
,

肝脾未触及
。

神经系统

无异常
。

实验室检查
: H b 130 g / L

,

W B C 25 x 10
’
/ L

,

N 0
.

94
,

L 0
.

06
。

尿
、

便正常
。

肝功无异常
。

入院后每

日补液 1 5 0 0m l
,

导泻利尿
.

患者频繁呕 吐
,

对症治

疗后缓解
。

住院 14 天痊愈出院
,

随访 4年无后遗症
.

讨论

本文 2例均为制造炸药工人
,

因黑索金有杀鼠作

用而带至家中
,

保管不善造成误服中毒
。

例 1 主要表

现为癫痛样抽搐
,

例 2主要表现为消化道症状
。

由于 目前对黑索金中毒无特效解毒药物
,

治疗关

键在于及时洗胃
、

催吐及促进毒物排泄
。

黑索金L D ”

为 44 一 300
n lg / kg (大鼠经 口 )

,

按毒物急性毒性分

级属微毒类
,

及时采取上述措施可以避免抽搐和肝脏

损害
。

另外就诊早晚与症状轻重有直接关系
,

例 2 入

院早
,

病程中未 出现抽摘症状多 而例 1 入院晚
,

虽经

及时抢救
,

仍出现癫痛样抽摘
。

例 1 在抽搐发作时多

次查眼底未见异常
,

说明该症状的出现是 中枢神经细

胞的功能性障碍所造成
,

非脑水肿所致
。

黑索金虽属硝酸醋类
,

但中毒后无高铁血红蛋白

血症
,

抢救中不用美兰
。

抢救例 1 时由于对中毒机理

认识不清
,

使用 1 8 0m g美兰
,

分 3次静注
,

经观察抽

搐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无明显变化
。

煤工尘肺患者甲皱微循环观察

江苏徐州矿务局职业病防治院 ( 2 2 1。。 6 ) 孟 毅 李亚 东 赵光 明

为探讨煤工尘肺患者甲皱微循环改变
,

我们对其

进行了 甲皱微循环观察
,

现报告如下
。

1 观察对象 煤工尘肺患者 74 例
,

均为男性
,

年 龄

平均 6 5
.

5岁
,

接尘工龄 6一 46 年
,

平均 2 9
.

7年
。

其中 I

期 5 2人
,

占70
.

2 7肠
,

1 期 1 5人
,

占忍0
.

2 7%
,

I 期 7

人
,

占9
。

46%
,

诊断均按我国 1 9 8 6年尘肺 X线诊断标

准确诊
。

2 方法 采用徐州医用光学仪器厂 WX
一
753 型 微 循

环显微镜
。

仪器固定放大 80 倍
,

患者在安静情况下
,

按照常规操作
,

测试患者的左手无名指
,

测量标准参

照 田牛氏各项检测标准
。

3 结果

见下表
。

4 讨论

煤工尘肺是以肺部病变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

在患

者的两肺产生进行性
、

弥漫性的纤维组织增生
,

随着

病变的进展
,

逐渐影响呼吸功能以及其 他 器 官的功

能
。

由于尘肺影响气体交换
,

导致微血管舒张功能消

失或减弱
,

周身微血管相应发生形态
、

功能的变化
,

如视野模糊
、

隐没
、

外形扭 曲
、

纤 细
、

迁 曲
。

流 态

表现粒线流
、

粒流
、

粒缓流
,

甚至 粒 摆 流
,

充盈度

差
,

流速多数较慢
、

慢
,

甚至淤滞
,

并出现有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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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工尘肺患者 甲皱微循环检查结果

徽循环检查项 目 侧致 徽衍环位立项耳 例致

微血管形态
:

视野清晰

尚 清

模 栩

稳 没

外形发 夹

交 叉

变 异

迁 曲

扭 曲

痉 挛

纤 细

扩 张

弛 张

拌顶增宽少数

明显增宽

乳头下静 脉丛

2 O

20

26

1 4

2 5

4 2

5

1 2

9 2

6

1 8

5

2

4

1

l 3

2 7
.

0 3

2 7
.

0 3

3 5
.

14

1 8
.

9 2

3 3
。

8 7

6 5
.

6 7

6
.

76

1 6
.

2 2

3 9
.

1 9

8
.

1 1

24
.

3 2

6
.

6 7

2
.

7

5
.

4 1

1
.

3 5

1 75 7

血液流鑫 :

幼 流

级 较 流

狡 线 浦

粒 流

粒 缓 流

粒 摆 流

流速较快
、

快

较慢
、

慢

淤 滞

充盈度较好

充盈度差

充 血

梓顶淤血

红 细胞轻度聚集

红 细胞中度聚集

徽血管渗出

4

9

31

1 9

1 1

4

1 2

4 4

7

3 7

9 2

1

8

1 1

2

9

5
.

4 1

1 2
.

1 6

4 1
.

9 8

2 5
.

6 8

1 4
.

86

5
.

4 1

1 6
.

2 2

9 5
.

4 6

9
.

选6

0 5

3 9
。

1 9

1
。

3 5

1 0
.

1 8

1 4
.

6 8

2
.

7

1 2
_

1 6

”““”” n“”一

l
l t“”””“”””““““”““

聚集及渗出反应等
。

但由于本文观察病例年龄较大
,

若干病例有并发

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

因而上述甲皱微循环改变尚不能

除外上述因素的影响
。

42 例矽肺死因分析

上海第一钢铁厂卫生处 ( 2 0 04 3 1 )

上海市劳动 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肖健华

陆志英

我厂从 1 9 5 8 年第一例矽肺病人诊断以来
,

截止
1 9 9 1年10 月共确诊矽肺 98 例

,

诊断均依据上海市劳动

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职业病报告
。

自 1 9 7 1年 12 月至

1” 3年 1月
,

催患矽肺而死亡共 42 例
,

均具有完整病

历及登记资料
,

本文对矽肺死因作分析
,

死亡病例死

因根据死亡证明
,

癌症病人根据医院病理报告
,

无病

理报告者也根据死亡证明
。

各期矽肺病死率为
:

I 期5 6
.

3%
,

I 期 5 4
.

3%
,
I

期 2 9
.

8%
,

合计病死率为 4 2
.

9%
,

可见矽肺是危害我厂

职工 健康的严重职业病
。

矽肺纤维化引起患者呼吸功

能下降
,

后者又与病变程度相关
,

本组病例 I 期
、

I 期

矽肺的病死率显著高于 I期患者 ( P < 0
.

0 1 )
。

死因构成

比如下
:
直接死于矽肺占 2 8

.

6%
,

肺癌26
.

1%
,

其他癌

症 19
。

1%
,

脑血管意外 1 6
.

7%
,

肺结核 2
.

4%
,

其他死因

7
。
1%

。

矽肺死因中主要死于癌症和矽肺本身
,

值得注

意的是肺癌与其他癌症造成的死因占45 %
。

石英能否

引起肺痛
,

各国学者有争议
,

我们认为石英是肺癌发生

中的一个诱发因素
,

同时还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如吸烟

及存在于环境中的化学致癌物有关
。

以上也提示 了在

钢铁厂中经常开展防癌普查
,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

对降

低矽肺病死亡率有重要意义 , 再者矽肺肺部广泛纤维

性病变使肺血管床损害引起肺动脉高压
,

加上病人易

发生的呼吸道感染
、

支气管炎
、

肺气肿造成呼吸衰竭及

右心衰竭
,

为矽肺直接死亡的主要原因
。

因此及时控制

和治疗呼吸道炎症
,

是延长矽肺病人寿命的可取措施
。

死亡患者接尘史
、

死亡年龄
、

并发结核分析
:

死

亡者中
,

具有 20 年以内粉尘接触史者占95 %
。

死亡年

龄最高79 岁
,

最小 51 岁
,

平均死亡年龄 66
.

26 土 7
.

55

岁
,

较中国男性平均寿命 66
.

96 岁略低
。

其中 1例直接

死于肺结核
,

而 42 例中有 n 例并发肺结核
,

发生率

2 6
.

2%
,

与文献报道相近
,

矽肺结核的平均死亡年龄

为巨3
.

3 6岁
,

单纯矽肺为 6 7
.

3 8岁
,

前者缩短 4
.

02 岁
,

可见在矽肺并发症中
,

肺结核居首位
,

是严重威协矽

肺病人生命
,

造成病情恶化的主要原 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