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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

急性氯气中毒的远期预后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 3 2 5。。0) 胡理明

温州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李少华

急性氯气中毒已屡有报道
,

但对氯气中毒远期预

后的研究探讨
,

文献中仍较鲜见
。

19 7 9年温州市某电化

厂曾发生一起液氯爆炸事故
,

使受染区大批人群发生

急性氯气中毒
。

事故后
,

温州市卫生局曾组织复查随访

组
,

分别于 1 9 80
,
1 9 8 2 ,

19 8 6及 1 9 90年
,

对当年氯气中

毒患者进行四次随访观察
,

以了解氯气对人体的远期

影响
。

现将 11 年来的随访结果报告如下
。

1 桩况

197 9年 9 月 了日
,

某电化厂在灌装液氛过程中
,

因盛氛雌瓶内残存的液体石蜡发生倒灌现象而引爆
,

导致周围氯堆同时爆炸
,

总共倾泻出液抓 1 1
.

2吨
,

受

染面积达 7
.

3 5平方公里
,

中毒人数 120 6人
,

死亡 47 人

(现场死亡 23 人
,

住院后死亡 2 4人 )
。

据 6 35 例住院

病例分型
,

轻度中毒 30 9例 ( 4 8
.

7 % ) ,

中度中毒 198

例 ( 3 1
。

1% )
,

重度中毒 12 8例 ( 20
.

2 % )
。

2 对象与方法

2
。

1 对象

2
.

1
.

1 第一次随访 1 98 0年 12月 (氯气中毒后 15个

月 )
,

对象为 635 例住院患者
。

实访 478 例 ( 7 5
.

3 % )
,

男 2 6 8例
,

女2 1 0例 , 年龄 1 ~ 7 8岁
,

平均 3 2 士 1 7
.

7 0

岁
。

2
.

1
.

2 第二次随访 1 9 82 年 12 月 (氯气中毒后 3 9 个

月 )
,

对象为第一次随访者剔除结论正常的 2 41 例后
,

计 2 37例
。

实访 1 0 0例 ( 4 2
.

9 % )
,

男 4 1例
,

女 5 9例 ,

年龄 4 ~ 7 6岁
,

平均38 士 18
.

76 岁
。

2
.

1
.

3 第三次随访 1 9 86 年n 月 (氯气中毒后 86 个

月 )
,

对象同第二次随访
。

实访 104 例 ( 4 3
.

9 % )
,

男 42例
,

女 62例 , 年龄 7 ~ 80岁
,

平均 4 2 士 18
.

7 6岁
。

2
.

1
.

4 第四次随访 1 9 90年 12 月 (氯气中毒后 13 5个

月 )
,

对象同第二
、

三次随访
。

实访 90 例 ( 38
.

0 % ) ,

男 3 8例
,

女 5 2例
。

年龄 1 1~ 8 4岁
,

平均 4 5 士 1 8
.

76岁
。

2
.

2 方法

2
.

2
.

1 组织随访组 第一次随访
,

由市卫生局 组 织

我市三家综合性医院
,

成立专业随访组
,

统一随访内

容
、

办法和分类标准
。

设立温州医学院附 属 第 一 医

院
、

市第二医院及市第三医院三个随 访 点
。

第 二
、

三
、
四次随访

,

均由市卫生局委托温州医学科学研究

所承担
。

2
.

2
.

2 随访内容 复核氯气中毒时病历档案
,

询问

病史
,

体格检查
,

拍脚部X 线片及肺功能检查
。

肺功

能检
,

查项目包括肺活量
、

第一秒肺活量
、

最 大 通 气

量
、

中期流速
。

二项以上侧定值为顶计值 80 % 以上属

正常
,

60 ~ 7 9%为 I 度减退
, 40~ 59 %为 I 度减退

,

< 40 %为 I 度减退
。

2
.

2
.

3 制订统一分类标准 共分四类
,
即正 常

、

轻

度异常
、

中度异常及明显异常
。

( 1 ) 正常 . 无呼吸

道症状
、

休征
,

胸片及肺功能检查无异常发现
。

( 2 )

轻度异常
:
时有咳嗽

、

咳痰
,

胸片示肺纹 理 增 粗 并

/或功能 I 度减退
。

( 3 ) 中度异常
:

经常咳嗽
、

咳

痰
、

气促
,

胸片示肺纹理增粗
、

杂乱
,

肺功能 I 度减

退
。

( 4 ) 明显异常
:

持续咳嗽
、

咳痰
、

气急
,

两肺

闻及干
、

湿性罗音
,

并有肺气肿体征
,

胸片示肺纹理

增粗
、

杂乱
、

肺气肿
,

肺功能 l 度减退
。

2
.

2
.

4 对照组 为排除吸烟及其他可致呼吸系 疾 病

及肺功能减退因素的干扰
,

特设立非氯气中毒人群对

照组
,

以利对随访结果的判断
。

2
.

2
.

4
.

1 人群对照组
:

将 19 89年及 1 9 90年在市 医 学

科学研究所接受健康检查的 28 0 例档案资料
,

按不同

性别及 ( 1 6岁
、

1 6一 30岁
、

3 1~ 5 0岁
、

5 1一 60岁
、

6 1~

了0岁及 > 70岁等年龄组分别编组
,

同时对第四次随访

的 9 0例进行类似编组
,

然后以性别
、

年龄组分布与中毒

随访组相一致的比例
,

从体检者各组中随意抽取 83 例

资料
,

作为非抓气中毒人群对照组
。

评价分类标准与

中毒随访组相同
。

2
.

2
.

4
.

2 小儿病例对照组
:

为观察氯气中毒对 要 幼

儿呼吸系统的远期影响
,

于第三次随访时
,

曾就当年

0
.

5~ 5岁
,

随访时已 7 ~ 12 岁的患 JL3 2例
,

与同龄
、

同

性别儿童对照组
,

进行配对对 比观察脚片及肺功能
。

3 组 .

中毒随访组四次随访结果及对照资料见表 1
。

四次随访结果异常数占43
。

0~ 49
.

6 %
,

而非抓气

中毒人群对照组为22
.

9%
。

各次中毒随访组与对照组

比较
,

P均 < 0
.

0 0 1
。

各次随访中
,

肺功能 I 度以上减

退者 (即中度以上异常) 占10
.

9~ 13
。

9 %
,

而对照组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9 5年第 8 卷第 6期

为 2
.

4 %
,

P < 0
.

01 ~ 。 .

05
,

均有显著差异
。

第三次随访小儿病例和对照者肺功能及胸片配对

对比观察结果见表 2
。

半数以上患儿有包括肺纹理增

粗
、

肺不张
、

肺结核及肺功能减退等各种异常发现
,

而

对照组仅 2 例有肺纹理增粗
。

3足9

第四次随访发现死亡 l 例
。

该例为重度氛气中毒

者
,

当年 65 岁
,

经机械正压呼吸给氧及大剂量肾上腺

皮质激素等治疗痊愈出院
。

前 3 次随访均 为 明 显 异

常
。

1 9 8 9年死亡
,

年龄75 岁
。

裹 1 四次随访结果及对照组资料表

P值异 常

中

度
明
显

总

计

中异 总
度常数
以致%

上 占

P值总数%异常数占

轻度
%

正常随年 访数份

< 0
.

05 _

< 0
.

0 1 一

< 0
.

0 1 一

< 0
.

0 5 死 亡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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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7 4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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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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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8 8 6
.

7

1 9 2 2
。

9

4 9
.

6 < 0
.

0 0 1

峨9
.

6 . < 0
.

0 0 1

4 9
.

1 . < 0
.

0 0 1

4 3
.

0 . < 0
.

0 01

2 2
.

9 一

.7

…0
沼邪72716319“72”57..6

-,曰自̀

,几,二曰̀112“

19 8 0

1 9 82

19 8 6

1 9 9 0

对双组

4 7 8

1 0 0

1 04

9 0

8 3

推算百分值 二 包括 2 例肺结核

衰 2 第三次随访小儿病例和对照者肺功能及脚片检查结果

年
赞
《岁 )

肺 功 能 脚 片

正常 【减退 正 常 肺纹理增粗 肺不张 肺结核

别一女性一男例致别组

O甘,臼O曰的」观察组 3 2

对照组 32 ::
1 7

1 7

7 ~ 1 2

7 ~ 1 2

1 4

3 0

1 5

2

4 付论

氯气的最高容许浓度为 1
.

0 15~ 2
.

gm g /m 3 ( 0
.

3 5

~ 1
.

o Ppm ) ,

当浓度达 11 6一 1 74m g m/
3 ( 40~ 6 o PPm )

时
,

即使是短时间暴露
,

亦是非常危险的
。

若达 290 0

即 g /m 3 ( l o 00pp m )
,

可迅速致人死亡
。

我市 19 79年液

氯爆炸事故
,

倾泻出液氯量高达 1 1
.

2吨
,

空气污染严

重
,

因此中毒及死亡人数之多
,

均是历史 上 所 罕见

的
。

氯气中毒的机理现已阐明
,

氯与水作 用 产 生 盐

酸
、

次氯酸
、

过氯酸和其他一些不稳定的氧化物
,

经

过一系列复杂反应
,

转化为稳定的有机氯水化合物
,

产生强烈的氧化作用
,

而使组织受到损伤
。

吸入少蚤

氯气
,

可引起轻重不一的化学性气管
、

支气管炎
。

大

量氯气吸入时
,

可损伤下呼吸道及肺泡 , 使 肺 泡 气

血
、

气液屏障破坏
,

形成肺水肿
,

并可因严重通气障

碍
、

低氧血症及代谢性酸中毒而死亡
。

据我市资料分

析
,

急性氯气中毒经抢救治疗而存活者
,

其主要症状

多在 7 天内消失
,

而死亡病例全部死于 1 2小时内
。

氯气中毒对人体的远期影响
,

文献中尚无定论
。

国外有人对 8 20 例生产性氯气吸入者随 访 后 发 现
,

尚无临床及 X线学证据证明 有 永 久 性 肺 损 伤
.

然

而
,
无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毒气中毒 (包括氛气 )

患者的追访研究
,

抑或在以后的工业
、

交通事故中
,

对氯气中毒者的观察
,

许多作者均证明有相当部分患

者后遗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肺气肿
,

或二者兼而有之
。

我们对 4 7 8例抓气中毒后 15 个月随访结果表明
,

有近

半数患者 ( 4 9
.

6% ) 有呼吸道症状及客观 检 查 异 常

的依据
,

其中 I 度以上肺功能减 退 者 占 十分之一强

(1 O
。

9 % )
。

以后 3 次随访
,

推算总异常率及中度以

上异常率均与第一次随访相接近
。

而非氯气中毒人群

对照组二项指标均明显低于中毒随访组 (P < 0
.

001 一

0
.

05 )
。

第三次随访 32 例小儿病例与配对儿童对比观察

说明
,

中毒随访组有半数以上患儿有肺纹理增粗
、

或肺

不张
、

或肺结核
、

或肺功能减退
,

而对照组仅 2 例有

肺纹理增粗
,

呈现明显的差别
。

因此
,

我 们 的随 访

工作表明
,

急性抓气中毒后
,

部分病人可后遗慢性支

气管炎及肺功能减退
,

这些改变并非因自然人群中存

在吸烟或其他并发病等棍杂因素所致
。

动物实验研究

指出
,

吸入氯气不仅损伤大气道
,

而且可累及大气道

以外的末端结构
.

这种担伤修复后
,

远期 ( 6 个月以

上 ) 病理改变的特点为慢性机化阻塞性细支气管炎
。

据此可推测
,

人类撅气中毒后残留远期后遗症
,

可能

与上述病理改变的演变结果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