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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犯k i等给动 物注射O
。

3zr 吸C/ d kg 的C d 一

M T 后
,

发

现尿中肾小管细胞刷状缘标志酶 A L只 G G T的升高

比溶酶体标志醉 N A G的升高要早 , 用锌诱导 M T 24 小

时后
,

虽然可以明显地降低尿 N A G 的排泄
,

但 对 尿

A L P
、

G G T 的排泄无任何影响 〔 2 。 ’ ,

表明是 C d 一M T

破坏 了刷状缘
。

但王翔朴等给动物重复注 射 C d 一
M T

(0
.

3 m g C d / k g
,

每周 1 次
,

共 5周 )后
,

发现第 1
、

2

次注射后 24 小时尿蛋白显著升高
,

且出现肾小管细胞

坏死 ; 第 3
、

4 次注射后主要为间质纤维化和炎症改

变 , 肾锡含量虽继续上升
,

但尿蛋白恢复正常 〔 2 1 〕 ,

说明在本剂量条件下 肾脏病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

这

似乎难以用 C d 一M T分子破坏细胞膜的理论 来解释
。

综上所述
,

上述两种假说还不能 完全 解 释C d -

M T 肾损害的各种表现
, Cd 一 M T 的肾脏毒性机理尚需

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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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二氧化碳中毒死亡 1 例报告
沈阳市劳动卫生 职业病研究所 ( 1 1 0 0 2 4) 焦永信 徐志洪 彭德 才

1 9 8 9年 6 月 9 日
,

沈阳市某小区贮水池工程地下 m g / m ,) , C O
、

H Z S
、

1C 2及氰化物均未检出
。

阀门井内发 生急性 C O Z中毒死亡 1 例
,

报告如下
。

各矿井
、

废井
、

深井的气体与地层的构造有密切

死者朱某
,

男性
,

48 岁
,

于 1 9 8 9年 6 月 9 日下午 关系
。

本事故现场阀门井底原系污 水井底层
,

有
一

层

3 时下到某小 区贮水池工 程地下阀门井内检修
。

该井 沙子
,

其下为含水份较多的土层
,

从而 构成该地层中

深 6
.

8米
,

其直径为 1
.

5米
。

于 6 月 10 日早晨家属因其 C O Z逸 出并沉聚的条件
。

在 C O Z
增高的环境中

,

氧量

一夜未归打电话询间
,

才提醒单位领导催促车间工人 相对降低
,

而 C O Z在空气中含量 2 %时
,

人就有轻度

到典工作现场察看
,

发现该检查工人倒在地下阀门并 气喘
、

头昏反应
;
含 3

.

5 %时
,

有血压升高
、

呼 吸 困

中
。

几个工人下去抢救
,
均因不到井底就觉气闷而返 难等反应

;
大于 6 %时

,

可发生昏 迷 并 迅速引起死

回井上地面
。

最后
,

一工人佩戴防毒面具下去将其拉 亡
。

本事故现场发生后第三天侧得井下浓度 为 2 3 0 0 0

出
,

已死亡
。

川g / m , ,

超标准 1
.

6倍
,

事故当天 C O , 浓度会 更高
,

6 月 1 1日我所对井底空气进行监测
,

结果 C O : 浓 并C O
、

H Z S
、

lC : 及氰化物均未检出
,

故本事故为急

度为2 3。。。甘名/m
, ,

超过标准 (参照美 国 标 准 9 0 0 。 性C O Z中毒窒息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