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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作业工人血清氟浓度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

但血清氛

浓度与工龄长短间未见相关
,

主要是因为氟进入机体

后蓄积在骨组织中所致
。

摄入过量氟化物对血钙影响的文献报道不
一 ,

有

血钙降低或无显著改变两种情况
。

在本次检测中
,

铝

作业工人血钙浓度虽在正常范围 ( 2
.

08 ~ 2
.

60
~

。
l/

L ) 内
,

但较对照组增高 ( P < 0
.

0助
,

与文献报道经

消化道摄过量氟结果不同
。

这究竟是因氟进入机体途

径不同所致
,

还是与机体同时经呼吸道接触氟
、

钙
、

铝有关
,

尚有待探讨
。

关 于氟与镁的关系
,

有文献报道
,

动物实验显示

镁可抑制肠道内氟的吸收
,

染氟大鼠血清 镁 降 低
。

国外有人对冰晶石作业工人血镁测试结果显示
,

血镁

在正常范围内
。

本次检测中
,

铝作业工人血浆镁浓度

较对照无显著改变
,

但按工龄分组后
,

血镁浓度似有

随工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

慢性锰中毒患者外周血琳巴细胞

染色体畸变及微核的观察

哈尔滨市职业病院 (l 5 0 0 80) 孔 繁朵 崔更芝 吴素云 白 伟

国内外有关资料表明
,

锰对细菌
、

酵母细胞
、

T `
染色

,

每例油镜下分析 1 00 个中期分裘细胞
,

畸变类

咙菌体有致突变作用
。

有人对锰作业者外周血淋巴细 型判定按 1 98 3年白求恩医科大学染色体放射损伤标准

胞微核率作了观察
,

发现接触锰的炼钢工和电焊制作 进行
。

工微核率均比对照人群增高
。

但对慢性锰中毒患者是 微核标本制备根据统 一的方法
,

一律采用外周 血

否有明显诱变作用未做全面分析
。

为此
,

木文对 3 4名 淋 巴细胞浓集法进行微核测定
。

每例于油镜 下 计 致

慢性锰中毒患者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和微核的改变 2 0 0 0个胞体完整的淋 巴细胞
,

微核判定是 以微核与主

进行了观察分析
,

报告如下
。

核完全分离或偶切等为准
。

微核计数以千分率表示
。

1 对象和方法 2 结果

电焊引起的慢性锰中毒 3 4人
,

其中轻度 29 人
,

重 结果见表 1
、

o2

度 5 人
,

均为男性
,

年龄 3 9一 51 岁
,

接触年限 8 一 27 由表 1 可见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主要表现

年
,

接触锰尘 ( M n O妇 浓度为 0
.

0 28 一 0
.

61 m g /几 , 。

近 为染色单体型畸变明显
,

发生的畸变细胞数量较多
,

期未服任何可疑诱变药物
,

也未接触可能诱变的其他 而其结构畸变为少
。

经统计学处理慢性锰中毒的外周

化学及放射等因素
。

选择中
、

小学教师31 名作为对照 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比对照组 有 极 显 著 差 别

组
,

性别
、

年龄
、

教龄均与观察组有可比性
。

( P < 0
.

0 0 1)
。

从表 2 可见锰中毒组与对照组微核率有

染色体标本制备采用微量培养 烈小时
,

常规制片 非常显著差异
。

衣 . 观察组与对照组染色体畸变结果 比较

_ 染 _ 色 体 畸 变

总畸

变数

叻 变

细胞数

畸变细

胞率%

单微 双体微体断裂
组 别

观 察

例数 细胞数

观察组

对服组

3 4

3 1

3 40 0

3 10 0

15 2 8 2 16 2

3 3 0 0 3 3

19
。

4 0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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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观系沮与对照组微核率 (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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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关于慢性锰中毒所致人类染色体畸变增高的文献

报道甚少
,

也不肯定
。

本文所见慢性括中毒可致染色

体畸变率增高的结果说明长期接触锰烟尘盯人体可产

生
一
定的 细饱遗传效应

,

是
一
类明显的致突变树

,
因

此 通过本资料及 国内有关文献报道
,

可见锰具有潜在

的诱变危害
。

本文结果表明锰中毒患者外周血淋巴细

胞染色体畸变率与对
l袱组 比较具有显著差异

,

可为慢

性锰中毒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

急性氨中毒致哮喘 1 例报告

安徽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2 3 0 02 2) 陈绍斌

我所曾收治 1 例氨中毒致哮喘病例
,

现 报 告如

下
。

1 病例摘要

患者张某
,

男
,

42 岁
,

工人
。

以往体健
,

无慢性

支气管炎
、

结核等呼吸系统疾病史
,

无过敏史及有关

家族史
。

无吸烟史
。

1 9 9 1年 6 月 22 日上午在工作车间

装修冰机活门时
,

吸入喷泄的浓氨
,

随即感胸闷
、

气

急
,

晕倒在地
,

人事不省
,

咯粉红色泡沫样痰约 80 o m lo

厂 医给予吸氧
、

止血治疗
,

约发病 1 小时后送至县医

院抢救
。

体检
: R 3 6次 /分

,

P i Z o次 /分
,

B P z o / 4 k P a 。

意识模糊
,

烦躁
,

呼吸急促
,
口唇

、

指紫组
,

全身皮

肤苍白
,

咽充血
。

双肺呼吸音减弱
,

满布哮鸣音
,

左

肺闻及湿罗音
。

心脏听诊 ( 一 )
。

血常规W B C l l
.

s x

10 ,/ L
。

X线胸片示 肺纹理增粗紊乱
,

两 下肺为甚
,

并有片絮状 阴影
。

A L P 2 00 u
,

!脑 电图轻度异常
。

心电

图示窦性心动过速
。

肾功能正常
。

临床诊断为
“

急性

氨中毒 (肺水肿 )
” 。

给予吸氧
、

止血
、

输血
、

抗

炎
、

强心
、

利尿
、

保肝
、

间断小剂量激素治疗
,

症状

缓解
。

但分别在病后第 12 天
、

20 天患者活动和大便后

突感胸闷
,

气急明显
,

咯血约 2 00 m l和 3 0 om l
,

经止

血
、

对症治疗病情渐趋稳定
。

病后 3 月余
,

持续胸闷
、

气促
,

发作性加重伴乏

力
,

1 9 9 1年 10 月 17 日转入我所
。

体检
:

双肺呼吸音粗

糙
,

未闻干
、

湿罗音
。

心脏 听诊 ( 一 )
。

X 线胸片示 两

压! J
纹理增多

,

下肺为 显
,

左中
、

下肺见有散在性结节

状阴影
。

肺功能提示中度混合性功能障碍
,

小气道功

能明显减退
。

_

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偏低
。

脑电图轻度

异常
。

血象和血免疫球蛋 白正常
。

心 电图
、

肝
、

肾功

能均属正常
。

继续抗炎
、

止喘
、

对症治疗
,

于 1 9 9 1年

11 月 了 日出院回家休养
,

两年来
,

患者在受凉或活动量增大时即 出 现 胸

闷
、

气喘
,

发作时双肺可闻及大量哮鸣音及少量干
、

湿罗音
。

用抗炎
、

止喘等药物治疗可缓解
。

1 9 9 3年 10

月复查X 线胸片示双肺纹理增粗紊乱
。

肺功能障碍较

前无明显改善
。

脑电图正常
。

根据患者的职业史
、

发

病过程
、

临床症状和有关检查
,

最后会诊诊断为急性

氨中毒后喘息性支气管炎
。

2 讨论

2门 本例特点是发病迅速
,

病程较长
,

伴有多脏器受

累
,

继发喘息性支气管炎
。

2
.

2 众所周知
,

皮质激素在治疗肺水肿时
,

能起到抗

炎
、

加速肺水肿吸收
、

缓解支气管痉挛
、

抑制后期的

肺纤维化的作用
。

临床资料表明
,

早期
、

足量
、

短程

糖皮质激素疗法是防治氨中毒致肺水肿的非特异性抢

救药物
。

本例 在县医院抢救过程 中
,

仅当患者 出现咯

血和输血前间断用地寨米松 10 m g静脉注射
,

没有早

期
、

足量使原 i教京
, 、
丁能走致忠者肺水肿 不能有效控

制
,

肺部炎症较重
,

病枯反复及合并肝
、

脑功 能受损

的原因
。

急性氨中毒在抢救中
,

应采取综合性的治疗

措施
,

尤其对重症者
,

合理给氧
、

保诗呼吸道通畅和

激素治疗等极为重要
。

如咯血量大
、

存休克者
,

可少

量多次输血或血浆代用品
,

以纠正乡
、

血抓
_

休克
。

咯血

量小 或无咯血者
,

不必输血
,

以免增加肺循环负担而

加重肺水肿
。

2
.

3 有报道职业性哮喘可分三 种类 型
: ( 1 )喘息性支

气管炎 , ( 2 )变应性哮喘
;

( 3 )职业因素诱发的原哮

喘
。

本例与第 ( 1 )型相符
,

可能为氨气直接刺激损伤

支气管上皮
,

使上皮通透性增加
,

细胞间紧密连接松

开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