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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心 电图改变与中毒分级关系的分析

中毒 类型 受检人数 E C G 改 变例数 E C G 异常率 (% )

对 照组

轻度中毒

衬
,

度 中毒

重度中毒

大 2 = 3 4
.

8 9 P < 0
.

0 5

变的发生率越高
。

可以 同时出现复极异常
、

心律失常

及传导阻滞等 2 一 4 项心电图改变
。

3 讨论

本文 179 例急性一 氧化碳中毒患者中有68 例 心电

图异常
。

根据这些患者平素健康
,

无心脏 病 史 及 体

征
,

并排除血钾浓度的影响
,

其心电图改变属一氧化

碳中毒所致
。

本观察组心 电图异常率 37
.

9 9%
,

明显高

于对照组
,

经护检验 P < 0
.

05
,

有显著性差异
,

说明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对心脏是有影响的
。

其改变波形各

地报道不 一
。

本组资料以 S T 一T 改变
、

窦性 心 律不

齐
、

窦速
、

左室高电压改变为主
,

并与对照组经X , 检

验有显著性差异
。

心脏损害与中毒程度成正比
,

表现

中毒程度愈重
,

心脏损害阳性率愈高
,

一氧化碳暴露

时间愈长
,

心电图同时出现多项异常改变的愈多
。

本

观察组心电图异常改变以未成年组发病最高
,

而老年

组及青壮年组次之
。

综上所述
,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致心脏损害是肯定

的
,

且较多见
,

又多呈可逆性损害
。

故临床上救治急

性一氧化碳中毒病人时
,

不应忽视对心脏的影响
,

对

此病例应常规进行心电图检查及监护
,

在进行脑部治

疗的同时
,

应争取时机保护营养心肌
,

卧床休息
,

控

制液体入量及速度 以减轻心脏负担
,

尽可能避免心脏

损害的发生
。

(本文呈 蒙范吉刚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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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例尘肺死 因分析

锦州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1 2 10 0 0) 王锡源

锦州市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所 马 欣

19 5 8~ 1 98 9年锦州市累计死亡的6 1 1例尘肺
,

均

按全国尘肺流调卡片登记
,

我们对此逐一 核实
,

确定

死亡原因
,

结果如下
。

结果

尘肺病死率
:

1 95 8一 19 8 9年底全市累计发生尘肺

3 3 79例
,

死亡 6 H 例
,

尘肺病死率 18
.

08 % , 其中 I 期

1 3
.

5%
,

I 期2 4
.

8 2%
,

I 期 4 7
.

5 9%
,

矽肺 2 87 例
,

煤工尘肺 183 例
,

矽酸盐尘肺 96 例
,

余 为 电焊工
、

铸

工
、

其他尘肺45 例
.

1
.

2 尘肺全死因构成 见表 1
。

1
.

3 各期尘肺死于 呼吸系统疾病原因构成 见表 2
。

表 1 各期尘肺 全死 因构成

例 放例 致

位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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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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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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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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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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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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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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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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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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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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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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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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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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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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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Ò
-OJ任,丈OU、.门、勺山, Jù.二4374朽16呼吸系统疾病 (不含肺癌 )

燕 症

心 脑血管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工 伤

其 他

3 2 1 ( 5 2
.

5 3 ) 1 8 1 ( 2 9
.

6 2 ) 10 9 ( 17
.

8 3 ) 6 1 1 ( 10 0
.

0 0 )

1
.

4 尘肺全癌死亡分布

在 11 0例尘肺合并癌症病 例 中
,

肺 癌 57 例
,

占

5 1
.

8 1% , 胃癌 2 5例
,

占2 2
.

7 3% ,肝癌 1 0例
,

占9
.

09% ;

食管癌 7 例
,

占6
.

洲%
,
直 肠癌

、

胰腺癌
、

其他癌 11 例
,

占10%
。

1
.

5 尘肺死亡季节分布

尘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冬季最多
,

占3 1
.

2台绍.

而死于并发心脑血管疾病夏季最多
,

占3 1
.

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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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尘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原因构成

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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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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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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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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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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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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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

( 0
.

7 5 )

( 0
.

7 5 )

口舀J“O曰Oé民U盛U
l̀上,一,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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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4 4
.

3 6 ) 1 1 6 ( 2 9
.

0 7 ) 1 06 ( 2 6
.

5 6 ) 3 9 9 ( 10 0
.

0 0)

1
.

6 各期尘肺死亡年龄

死亡病例中
,

最小年龄30 岁
,

最大年龄 85 岁
,

平

均死亡年龄 5 7
。

8 7岁
,

低于本市普通人群平均 死 亡年

龄 6 5
.

46岁
。

其中 I 期 5 9
.

5 5岁
,

I 期 5 8
.

2 1岁
,

I

期 5 2
。

34岁
。

2 讨论

引起尘肺直接死因
,

本组病例以并发呼吸系统疾

病为最多见
,

达 3 42 例
,

占尘肺死亡的 55
.

97 %
,

因尘

肺患者长期吸入含游离 5 10
2 较高浓度的粉尘

,

引起

肺组织纤维化和矽结节
,

肺部受损严重
,

易受侵害
,

故多死于并发呼吸系统疾病
。

尘肺合并结核是尘肺致死的另一重要原因
。

本组

死亡病例中
,

直接死于肺结核的 185 例
,

占即
.

27 %
,

远高于贵州省 18
.

94 % 和四川省的加
.

25 %
,

其中 l 期

尘肺死于合并肺结核的58 例
,

占 I 期尘肺死亡病例的

53
.

30 %
,

I 期和 I 期尘肺死于合并肺结核的分别占其

全部死亡病例的23
。

20 % 和 26
.

48 %
,

反映出随 着 尘肺

病期的进展
,

合并结核的也增多
,

尘肺与结核根互促

进
,

致使病情恶化
,

促使患者加速死亡
。

文献报告
,

近年来许多学者
,

从流行病学和矽肺

病人尸检资料的研究中均发现矽肺合并肺癌有超高现

象
,

本组尘肺合并癌症者
,

以肺癌死亡最多
,

达 57 例
,

占全癌死因的 5 1
.

8 1%
,

与本市普通人群癌症死亡构成

比较
,

P < 0
.

0 0 1
,

差异非常显著
。

其他癌症与本地普

通人群比较
,

P值均 > 。 .

05
,

差异不显著
。

综上所述
,

应加强尘肺患者的医学监护
,

尤其在

我国北方
,

冬春季更应注意预防其合并呼 吸 系 统 疾

病
.

特别应做好尘肺病人的结核病防治
,

加强医学监

护
,

增强体质
,

预防感染
,

这对于降低尘肺病死率
,

延

长尘肺患者寿命是至关重要的
。

70 砂模浇钢时急性中毒事故原因探讨

— 附 9 例急性中毒报告

上海市职业病医院 ( 2 0 0 0 0 3 ) 唐春 元

上海市第三钢铁厂

周 泽深

江淑梅

石灰石砂 ( 70 砂 ) 因游离二氧化硅 (51 0 , )含 量

明显低于石英砂
,
19了2年开始

,

上海某钢铁厂用其代替

石英砂作为造型材料
。

自用 70 砂造型以来
,

从未发生

过因 7 0砂引起的尘肺及其他职业病
,

但 1 9 92年 4 月 了

日
,

在铸钢浇铸后发生了 9 例急性中毒病例
。

现将此

9 例中毒病例报告如下
,

并对其中毒原因进行探讨
。

临床资料

本组 9 例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 38 ~ 55 岁
。

19 9 2年

4 月 7 日在 2 6
.

8吨轧钢铸件浇铸结束时
,

行车所吊之

平板平放于浇铸坑底后无法退钩
,

工人赵某见状慢慢

走到 1
.

9米深的坑底帮助退钩
,

退钩后即昏倒在坑底 ,

坑边另一工人见后
,

即大声呼救
,

并奔跑 至 坑 底 营

救
,

但也昏倒在坑内 , 第 3
、

4 位工人见此情景
,

立

即呼叫着奔去相救
,

以后陆续有很多人前来救助
。

在

30 分钟的救护过程中
,

第 2
、

3
、

4 位工人当场死亡
,

6 人昏迷
。

3 例死亡者中 2 例脸色青紫
,

1 例脸色苍

白
。

昏迷的 6 人中 2 人出现抽搐
,
2 人躁动

,

l 人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