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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践
·

一起严重急性 1 6 0 5中毒事件的抢救体会

西安市中心医院 (7 10 00 3) 张墓美

1 9 9 3年 2 月 2 凌日西安发生 了一起因投毒发生 急性

1 60 5中毒事件
,

引起 3 2人 中毒 7 人死亡
,

其中 21 人集

中在我院抢救
。

现将中毒抢救体 会报告如下
。

飞 事件发生经过与调查结果

10 9 3年 2月 2 4 日下午 1 :
30 左右

,

一名 5 岁男孩与

其母被送我院急诊科抢救
,

来时男孩呼吸 心 跳 已 停

止
,

全身紫组
,

其母亦严重紫缉
,

呼吸呈断续状态
,

数分钟内呼吸心跳停止
,

均抢救无效死亡
。

接着又送

来几批共 19 名病人
,

均主诉中午吃 了烧饼后发病
,

初

步了解为一起严重食物中毒
,

全院上下立 即 组 织 抢

救
,

并报告卫生局
、

公安局
、

防疫站
,

调查事件原因
。

除急诊科 已死亡的 2 例外
,

其余19 名患者经急诊

洗胃等处理后均送入病房集中抢救
。

事件调查结果
:
任某

,

因水电
、

房租等问题与卖

烧饼的房客发生口角
,

怀恨在心
。

24 日上午
,

任某将

一瓶 1 6 0 5 (约 4 50 11 11) 偷偷掺入做烧饼的面团中
,

致

使购食烧饼者发生严重中毒
。

卫生部门与法医经多方

检测
,

最后鉴定出烧饼所含对硫磷为 6 1 6
.

7m g/ kg
。

2 临床资料与抢救经过

2 1例中
,

男 14 例
,

女 7 例多 年龄 5 一 61 岁 , 吃烧

讲数量为 1/ 4~ 3个
。

症状轻重与所吃烧饼数量呈
一
致

关系
。

食后发病时间 0
.

5~ 5 小时
,
摄入量多者发病

快
,

且症状重
。

首发症状为头昏
、

乏力
、

恶 心
、

呕

吐
、

腹痛 , 重者很快出现紫组
、

肺 水 肿
、

昏迷
、

惊

厥
。

参考职业性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诊断 标 准 (G B

了79 4
~
8 7) 进行分级

,

计重度中毒者 16 例
,

中度 3 例
,

轻度 2 例
。

19 例住院患者临床表现见表
。

7 例心电图改变者
,

除 1 例不完全右束支阻滞为

轻度患者于次日恢复正 常外
,

其余 6 例均 为 重 度 患

者
。

主要表现为 S T段下降
,

T 波低平
、

倒置
,

或 U波

增高
,

~T U 融合
,

为低钾或心肌缺血改变 , 1 例伴房

额
; 1 例伴房性早搏

。

经补钾及应用解毒剂等处理
,

1 ~ 2 天后复查
,

S T 一 T 改变均好转或恢复
,

房颤与

房性早搏亦消失
。

少数病人血钾测定结果证实有低血

钾存在
,

与心电图表现相符
。

肝功检查 17 例中有 6 例异常
: A L T增高者 2 例

,

A L T 与 A S T均增高者 3 例
,

AS T与血胆红质均增高

者 1 例
。

19 名住院患者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例数 临床表现 例数

头痛

头 昏

乏力

视物模栩

肌肉抽动

多汗

心 慌

气短

恶心

呕吐

膜痛

腹钨

血压减低

血压增高

6

3

4

1 7

1 5

8

八

3

瞳 孔缩小

昏迷

惊 厥

紫钳

球结膜水肿

上消化道 出血

两肺湿罗音

心率 增快
J

乙率 减怪

大小便失禁

心 电图异常

自细胞 增高

血胆旅留醉 减低

肝功异常

18 例患者做过血清胆碱醋酶测定 (试纸法 )
,

第

一天测定值均较低
,

< 30 % 者 12 例
,

8 例在 10 % 以

下
,

最低达 4 % (正常值在 75 % 以上 )
,

经治疗后次

日复查均恢复
。

胆碱酷酶活性与临床表现基本相符
。

抢救经过
:

病人来院后
,

开始时因对毒物未完全

搞清
,

除应用阿托品
、

解磷定等外
,

曾用过美蓝
、

硫

代硫酸钠等药物
,

并给予糖皮质激素
、

能量合剂
、

脱

水利尿剂
、

输血
、

维持水电平衡等治疗
。

危重者抢救

时按内科处理原则进行
。

1 例男性患者入院时己呈点

头呼吸
,

瞳孔左 Z l r u n
,

右 2
.

5 Il l n l ,

经气管插管
、

人

工呼吸与心脏按摩等抢救无效
,

于入院后 3 小 时 死

亡
,

后经公安局证实为吸毒者
;
另 1 例智力发育不全

的 1 0岁男孩及 1 例 29 岁的孕妇
,

分别于入院后 1 2小时

及 26 小时死于上消化道大出血及呼吸循环衰竭
,

其余

病人住院 7 ~ 10 天均痊愈出院
。

3 讨论

本次中毒事件来势凶猛
,
一 个科宝的力量难 以应

付
。

院领导亲临指挥
,

全院动员
,

取得领导部门
、

卫

生防疫及公安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

迅速查清了原因
,

为抢救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保证
。

平素见到的有机磷中毒
,

不论生产性或生活性
,

其接触史较明确
,

且有机磷气味较明显
,

毒草孩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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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碱样症状一般都很典型
。

这次见到的是 1 60 5加碱加

热后引起的中毒
,

多数患者 !.II 忆
,

烧饼并 无 异 常 味

道
,

洗胃时胃内容物也 闻不到有机磷气味
,

其临床表

现亦不像一般有机磷中毒那样典型
,

多数病人紫 组明

显
,

但瞳孔缩小者仅有 3 人
,

肌束震颤亦不典型
,

肝

功异常者比例较大
。

如有的患者入院时已出现昏迷
、

惊厥及明显紫缉
,

但瞳孔缩小与多汗表现皆不明显 ;

另 1 例死亡之女性患者
,

在抢救过程中阿托品总用量

仅为 25
1119 时

,

已出现面部潮红
、

瞳孔散大
、

躁动不

安等阿托品过量表现
,

血胆碱酷酶 50 %
。

上述情况曾

给诊断带来一定困难
。

16 05为高毒农药
,

纯品几乎无臭无味
,

易被人忽

略 , 工业品内常含一定量对硝基酚
,

为高铁血红蛋白

形成剂
,

1 60 5在体内代谢后亦可产生对硝基酚或其他

有害物质如H : S
。

1 6 05成人经口致死量为 10 ~ 3 0m g
,

儿童仅为数毫克
。

本次中毒
,

尽管在烧饼烤 制 过 程

中
,

部分 16 0 5可被破坏
,

但由于面团中掺入的毒物甚

多
,

烤出的烧饼内1 605含量仍达 6 1 6
.

7m g /吨之多 , 另

外
,

在烤制加工时一部分可能转变成对硝基酚或其他

有害产物
。

这批病人症状不典型可能与此有关
。

推测

紫组的原因除部分与缺氧有关外
,

对硝基酚引起的高

铁血红蛋白血症也 可能是重要原 因
。

因有些患者到第

三天病情已基本恢复时仍有紫给
,

有的病人用过美蓝

后似乎也见到一些效果
。

因限于条件未作高铁血红蛋

白测定
。

分析入院后死亡 的 3 例患者
,

其死亡原因除与摄

入毒物量过大有关外
,

个体耐受性亦有很大关系
。

1

例智力发育欠佳的10 岁儿童
,

1 例孕妇
,

均死于上消

化道大出血及呼吸循环衰竭
,

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可能

由于 应激性溃疡所致 , l 例男性
,

28 岁
,

为吸毒者
。

说明个体健康状况和应激能力与抢救成败也有直接关

系
。

急性有机氟化合物中毒患者的肺功能随访

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职业病科

丁 钱 唐桂芬 邹建华 章爱卿

( 2 0 0 0 4 0 )

刘万 生
.

我科于 1 9 7 4一 1 9 9 0年收治急性二氟一氯甲烷裂解 1 临床资料

气和残液气 (以下简称有机氟 ) 中毒 22 例
。

临床表现 1
.

1 对象

为化学性支气管炎 了例
、

肺炎 13 例和肺水肿 2 例
。

经 中毒组
:

18 例
,

为急性有机氟中毒患者
,

其 中男

卧床
、

吸氧
、

肾上腺皮质激素和抗生素等治疗后
,

13 10 例
,

女 8 例
,

年龄2 2 ~ 48 岁
。

临床表现为支气管炎

例肺炎患者中6例发生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A R D 6 )
,

6 例
、

肺炎 7 例
、

肺水肿 2 例
、

A R D S 3 例
。

对 照

死亡 3 例
。

存活的 19 例中18 例在发病一月内和 3 ~ 10 组
:

38 例为同工厂机械车间健康工人
,

无 毒 物 接 触

年后进行肺功能测定 , 其中 3 年后随访 3 例
,

4 年后 史
,

其中男女各 19 例
,

年龄 26 ~ 51 岁
。

二组年龄
、

身

随访 3 例
, 6 年

、
8 年和 10 年后各随访 4 例

。

现将随访 高和体重相仿 (见表 1 )
。

结果报告如下
。

裹 1 有机氟中毒组和对照组的年龄
、

身高和体重 比较

组 别 例 数 年的 (岁 ) 身高 (厘米 ) 体 重 (公斤 )

3656 91“
;:

3 5
.

0 8土 8
.

3 3

3 4
.

7 9 土 6
。

8 7

1 6 4
.

5 3士 6
.

8 6

1 6 4
.

4 4士 8
。

0 7

1 7士 8

9 2上 8

毒照对中

飞
.

2 肺功能检查结果

从表 2 可见
,

18 例急性有机氟中毒患者经治疗后

一月内临床症状基本恢复时进行肺功能测定
。

测定结

果
:

肺活量
、

深 吸气量
、

补呼气量
、

功能残气量
、

残

气量
、

肺总量接近正常范围
。

3 一 10 年后
,

18 例中毒

患者均 已参加正常工作
,

再进行一 次肺功能随访
。

随

访肺功能项日除原有的外
,

还增加用力肺 活 量
,

第

1
, 2 , 3 秒用力呼气量

,

最大呼气流速
一

容量曲线
,

包括V m a : 、

V , s 、

V , o 、

V z , ,

气道阻力和 一 氧 化 碳

( C O ) 弥散功能
。

随访结果
:

18 例中毒患者 3 ~ 10 年

后的肺功能检查与中毒一月内检查的肺功能比较有进

一步改善
,

经统计学处理
,

除深吸气外
,

其余各项均

.
1几海傲碱总厂电化厂 保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