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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

与例 1同方案治疗 5个疗程
,

于 35 夭后症状逐渐

消失而痊愈出院
。

【例 3 】男性
, “ 岁

,

因欲自杀口服 50 %敌敌畏

约 60 ml
。

10 分钟后出现呕吐
,

头昏
,

大汗
,
流涎

,

大小便失禁
,

随之昏迷
,

用车急送入院
。

既往体健
。

有饮酒史
。

体检
: T 36 oc

, P 8 6次 /分
,

R 30 次 /分
,

B P 17 /呱 P a ,

神志不清
,

面色苍白
, 口吐白沫

,

呼

吸急促
,

全身大汗
,

双侧睦孔 1
.

5~ 2 1 l l J l l
,

对光反应

存在
,

两肺闻及干湿性罗音
,

全血 C七E活力 s5 %
。

经

洗胃
、

吸氧
,

注射阿托品
、

解礴注射液等抢救治疗
,

第二天中毒症状及体征消失
,

全血 C h E 活力 90 %
。

于中毒一周后出现巩膜黄染
,

肝大肋下 1
.

5。 公
,

质软

有触痛
,

脾不肿大
,

肝功能 八 J
J

T 400 硬
,

黄胆指数

3 `u ,

总胆红质 6 1
。

5 6 “ m
o l/ L ,

凡登自氏直接反应

(份 )
,

间接反应 (份 )
。

经保肝等治疗
,

第五周后肝功

能恢复正常
,

肝大及黄疽随之消失
,

痊愈出院
。

讨论 本文所报告中毒性肝病均通过消化道途径

8 17

吸收
,

例 1
、

例 2 均为误服铅粉而发 生 亚 急性铅中

毒
,

患者中毒后 4 ~ 5 夭出现黄疽
、

肝肿大
。

有资料

报道
,

肝脏是铅最易侵入并沉积的器官
,

可引起肝实

质浊肿
,

脂肪变性
,

重者坏死
、

肝硬化并可死于急性

黄色肝萎缩
,

铅毒可直接损伤肝细胞或使肝内小动脉

痉孪
,

引起局部缺血
。

例 3 为急性敌敌畏中毒
,

一周

后出现黄疽及肝肿大
。

有报道敌敌畏较其他有机磷易

分解
,

在体内分解为二氯乙醛及二乙基磷酸
,

可由此

损害肝脏而产生中毒性肝病
,

本例并发肝病与饮酒史

有一定关系
。

急性中毒性肝病临床表现与急性传 染 肝 炎 很相

似
,

但急性中毒性肝病有 以 下 特 点
: ( 1 ) 潜伏期

短
,

敌敌畏
、

铅中毒均在一周内出现黄 疽 及 肝 脏肿

大 , ( 2 ) 临床症状有消化道功能障碍
,

肝区不适及

疼痛
,

但临床症状恢复快 , ( 3 ) 明显的体征为黄疽

及肝肿大
,

脾不大
,

体温正常 , ( 4 ) 肝功能检查
,

明显异常为谷丙转氮酶升高及胆红质代谢障碍
。

桩井下急性硫化氢中毒 5 例报告

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 ( 3 2 1 00 0) 马福云 岁进斌 田 瑞芝 张玉 英

现将我市 1 9 92 年发生的一起桩井下 5 例急性硫化

氢中毒
,

其中 4 例死亡的情况报告如下
。

1 9 92年 1 1月 13日下午 1 4时 3 0分
,

我市某工商银行

在市区解放西路建造一幢七层综合楼
,

承建单位是某

建筑公司
,

但基础施工又承包给某民工专业打桩队
,

该打桩队采用套筒式机械打 桩 井 深 达 5
.

70 米 (直径

1
.

50 米 ) 时遇石块顶住
,

民工王某未系救护带即攀绳

下井清石
,

当撬动石块时的一刹间 冒出异常气体及污

水
,
王某喊了一 声

: “

有煤气
” ,

即昏倒不省人事
。

地

面民工楼某等 3 人救人心切而无视防护条件的许可
,

先后下井都相继中毒死亡
。

陈某见 4 人倒在井下又下

井达 1
.

50 米时自觉头昏
、

胸闷
、

乏力及眼和呼吸道刺激

后 即返回地面
,

然后独自骑自行车到人民医院就诊时

昏倒
,
经抢救治疗后康复

。

早先下井的 4 人虽经赴现

场的医务人员抢救
,

终因中毒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

事故发生 1小时30 分钟后进行现场调查
。

现场地

面已被大量抽出的污水污染
,

在30 米 外 闻及 臭蛋气

味
。

试打的桩井已渗满污水
,

有害气体未检出
。

然后

开动抽水泵时在管径 15 cm 管口用有害气体快速检测

管 ( H : S
、

5 0 : 、

C O
、

C O : )检出 H : S 浓度为 2 5
.

6

田名/m 气其他有害气体未检出
。

为确保继续施工的安

全
,

本所会同地质
、

环保部门对 670 m , 施工地质进

行了卫生学调查
,

调查发现 670 m , 地下都存在较严

重的污水污染
。

先在建基边周及中间钻 5孔 (直径先

13 nCI 后扩至 22 xnC
,

井深 7
. 。米 )

,

每井深 5 ~ 6 米时都

闻及异常气味
。

勘探时间处于枯水期 ( 1 9 9 2年12 月18

~ 2 5日)
,

但地下污水位达 2
.

70 一 3
.

0 0米
,

淤泥层厚

。 .

4一 2
.

7米
。

气体中检出H : S最高浓度为 5 6拟g/ 垃 , ,

污水中以硫化物含量最高为 8 9
.

4 1119 / L
。

尸表情况
, 4 例死者均为男性

,

年龄21 ~ 37 岁
,

体表均呈青紫色
,
眼睑结膜

、

球结膜
、

喉 头 明 显 水

肿
,

并可见大小不等的疾斑
,

死后 1 9小时心脏内抽血

取样见血液紫黑色
,

不凝结
。

讨论与趁谈 本次事故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地质卫

生条件
,

不重视安全操作
,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

况下下井清石与救人
,

加之外监护不力和现场组织救

护不严密而造成多人中毒死亡的事故
。

要防止这类事

故
,

首先要重视地质卫生资料和安全操作规程
,

下井

前
,

先通风或做小动物试验
,

同时傲好外监护及防护

和救生准备工作
。

本次事故后对地质进行了卫生学调

查
,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间题采取了综合性防范措施
,

避免了类似事故的再发 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