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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见解是
:

慢性黄磷中毒以领骨损害为重要特征
,

领骨X线检查是确定诊断的可靠依据
, 口腔疾患 (牙

体与牙周 )
、

牙槽蜡损害
、

骨质吸收与密度增高
、

骨

质破坏程度及部位范围等
,

是诊断的主要指标 t .. ,.

“
、 1扒 J。一般可将其分为 I期中毒 (骨质 吸 收或 疏

松 )
、

I期中毒 (骨质破坏 )
、

I 期中毒 (骨坏疽 ) ,

车间空气确浓度 > M A C以上
,

接磷工龄 2 ~ 3年的工

人则可列入动态观察对象
。

经长时间动态观察
,

未发

现其他部位骨骼有脱钙
、

自发性骨折
、

慢性骨盆炎和

肝
、

肾等损害现象 t , “ , 1几 , 。

S 鉴别诊断

除与急性黄磷中毒区别外
,

主要与牙周病
、

老年

性下领骨姜缩及根周炎以及氟氯作业引起的损伤相鉴

别
。

临床上一般牙周病多为牙石
、

咬合不 良
、

外伤所

致
,

发病年龄多见于中
、

老年人
,

骨质吸收程度轻
,

且多较局限 t ,. s ] 。 黄磷与氛氯对牙齿及下领骨 的 损

害X 线表现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龋齿发生 率 高而 严

重
,

下领齿槽骨菱缩程度大
,

且下领骨损害最重部位

在于前尖齿区根部或颊孔附近
,

有大小不等的致密条

状
、

斑状
、

团块状破坏 t , 、 1 1〕 。

6 . 性位礴中弃的治疗

国内对治疗的研究较少
,

一般采用防幼
、

肠齿修

补
、

抗感染等综合疗法或支持疗法 , 对领骨坏疽死骨

形成采用手术治疗 1 2 、
4]

。

国外对领骨损害治疗有采用生物结合 经 磷 灰 石

( H A ) 对下领骨进行修补或移植
,

有报道指出可使下

领骨平均增长 8
。
4幻n r 。 , 日美牙科协会还用 1工A膜进行

植牙 l 几 4 J 。

高压氧可以改善体内生物能供应
,

活跃氧化

过程
,

改善组织缺氧状态
,

对防治也有积极作用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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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根治疗尘肺研究进展

煤炭部职业医学研究所 (1 02 30 0)

黄根是广西地区中草药
。

1 97 7年由煤炭科学研究

院及职业医学研究所领导黄根治疗矽肺的研究
,

历经

7 年
,

于 19 85年在广西甫宁通过科学技术鉴定
,

确认

黄根有良好的抑制胶原病变的效果
,

临床应用疗效明

显
,

副作用极小
,

是一种比较好的治疗尘肺药物
。

1 实胜疗效及机理

198 5年黄根治疗矽肺协作组报道以 〕 ,

大白 鼠 实

脸性矽肺病后腹腔注射黄根液
,

结果肺 湿 重 T / C 值

(治疗组 /对照组 ) 为 0
.

37 ~ 0
.

55
, 染尘同时给药组

肺漫重
、

肺干重
、

胶原蛋白 T / C值为 。
.

5~ 。
.

54
,
且

杨德昌 李宝平 李淑兰

呈用药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之势
。

病理形态表现预防

治疗组肺质软
,

病变 I 级 , 病后治疗组矽结节孤立
,

体积较小
,

病变 ! 级
, 对照组病变占肺 12/ 以上

,

胶

原粗大
,

矽结节几乎玻璃样变
,

病变为万~ V 级
。

实

验显示越早用药效果越好
。

以上实脸表明黄根有抑制

矽肺胶原增生的作用
。

大白鼠实验性矽肺口服黄根预

防治疗组上述指标 T / C值为 。
.

5~ 0
.

77
。

说明黄根有

效成分可由胃肠道吸收
。

将黄根加入石英尘中
,

然后给

家兔染尘
,

结果肺湿重
、

肺干重
、

肺胶原蛋白 T / C值为

0
.

35~ 0
.

3 7 ,

有明显抑制石英尘致纤维化作用
。

在石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95 年第 8卷第 6 期 367

英尘中加入不同浓度的黄根与肺巨咙细胞体外培养
,

加黄根的培养液中酸性磷酸酶
、

乳酸脱氢醉较对照组

低
,

肺巨噬细胞死亡率亦明显降低
,

显示黄根能保护

巨咙细胞
,

有抗 5 10
: 细胞毒作用

。

猴实验性矽肺病

后 5 个月 口服黄根 6 个月后
,

将肺组织电泳层析法分

析酸性胶原
,
结果提示黄根有抑制胶原交联

,

使胶原

结构琉松的作用
。

陈宁檬做体外溶血实验 【孟 , ,

结果显示
: ( 1 ) 石

英和温石棉经黄根处理后
,

红细胞溶血率明显下降
,

提示黄根有降低石英及石棉尘毒性的作用
。

从黄根抗

溶血剂量看
,

其抗石棉的溶血作用比克矽 平 更 有 效

果
。

( 2 )未经黄根处理的石棉尘絮状悬浮于试管中
,

经黄根处理后沉于试管底
,

分布分散 , 而石英尘不存

在此现象
,

说明黄根与两种粉尘作用机理不同
。

黄根

与红细胞作用后再洗去多余药物
,

再加石棉尘仍见溶

血
,

说明黄根抗溶血的机理是改变石棉尘表面结构和

活性
,

明显抑制了红细胞的溶血作用
。

( 3 ) 石英尘加

入黄根后抗溶血还表现为红细胞光滑完整吸着石英
,

红细胞与粉尘聚集成小簇状
。

石棉尘加黄根抗溶血表

现红细胞呈散在状态或吸附在石棉纤维上
,

与石英尘

机理不同
。

吴立军做黄根对巨噬细胞保护性实验 t , ’ ,

结果显

示
: ( l ) 正常对照组细胞着色率 2 ~ 10 %

,

细胞形

态正常 , 黄根组着色率 5 ~ 15 %
,

细胞形 态 基 本 正

常 , 石棉尘组着色率 40 ~ 50 %
,

细胞轮廓模糊
,

部分

呈碎片状 , 黄根加石棉尘组与石棉尘组相似 , 黄根处

理巨咙细胞后再加石棉尘组着色率 30 ~ 40 %
,

细胞形

态基本正常
。

( 2 ) 石棉尘组和黄根加石棉尘组
,

电

子显微镜观察
,

许多细胞明显破裂
。

黄根处理巨噬细

胞后加石棉组细胞受到保护
,

还可见吞噬粉尘
,

且表

面形态基本正常
,

培养液中外漏乳酸脱氢醉仅为石棉

尘组的51
.

7%
,

显示有保护巨噬细胞生物膜的作用
。

提示黄根有可能成为一种防治石棉肺的药物
。

2 药化及药砚

黄根片为中药制剂
,

并非提纯单一化合物
。

经药

物研究表明
,

黄根生药只溶于有机溶剂或不含铝的部

分无防治矽肺作用 , 溶于有机溶剂又溶于水的部分或

含铝部分有明显的防治矽肺作用
。

在有明显防治矽肺

的药物部分
,

分离出有机铝化合物
,

初步鉴定为聚合

物
,

还有 了种有机化合物结晶
。

现己生产的药用黄根

片是一组以有机铝为主的化合物混合体
。

其黄根片每

片含生药 8 克
,

含铝盘为 1 毫克
。

大白鼠和犬一次口

服或肌肉注射
, 5 分钟血桨即可侧得铝增高

, 1~ 2小

时达高峰
,

肺和肾最高
,

4 小时后各组织 铝 缓 慢 下

降
。

药物半衰期为 18 小时
。

连续给药肺及肾中铝明显

增高
。

L D : 。为 59 9om g /峪
。

试验证明10~ 20倍剂量对

实验犬的重要器官无损害作用
。

猴 口服 5 倍于临床治

疗荆量 6 个月无副作用
。

临床应用一天 3 次
,

每次 2

一 3 片
, 6 个月为一疗程

,

间歇 3 个月可再服用
。

黄志资用小白鼠气管洗出酚 红 浓 度作为祛痰实

验 t’ 1 ,

黄根组优于对照组
,

有明显祛痰作 用
。

使 用

。
.

3% 磷酸组胺引喘
,

盐水组引喘潜伏期 为 110
.

5士

19
.

01 秒
,

氛茶碱组为 320 士 3 2
.

41 秒
,

黄根组为 3 30 士

19
.

64 秒
,

说明黄根有明显平喘作用
。

陈一研究表明 t , 〕 ,

黄根可使小白鼠自主 活 动 减

少
,

与戊巴比妥钠合用可以显著延长小鼠睡眠时间
,

具有镇静作用
。

黄根使大白鼠肾上腺抗坏血酸的含盘

明显减少
,

有兴奋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
。

黄根有对

抗强的松龙的脾萎缩作用
。

宋士军用不同剂量黄根液

做大白鼠离体心脏灌流
,

发现能降低心肌收缩力
、

减

少冠脉流量和减慢心率
,

并能削弱心肌对氧 的 耐受

力
,

提示用药中要注意对心肌的副作用 “ 〕 。

周济桂侧

定黄根的根部锰含量较多
,

提示应注意锰过高对人休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口 〕 。

3 . 床疗效

临床采用同步混合双盲法对4 10 例煤矽肺
,

15 7例

对照进行治疗
。

连续观察 3 个疗程
,

证明 气 短
、

咳

嗽
、

咯痰观察组改善率高于对照组
,

治疗后血和尿轻脯

氛酸
、

血铜蓝蛋白不同程度下降
,

均有统计学差异
,

X 线片进展率治疗组为 5
.

6 %
,

对照组为 了%
,

优于对

照组
。
1 9 7 1~ 1 9了5年间 345 例服黄根 1~ 4年与未服药组

对比
,

X线胸片稳定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呈〕 。

吴开国

用寿命表法统计 4 91 例煤矽肺 n 年动态变化
,

证明各期

煤矽肺服用黄根组存活率大于未服药组
,

且表现疗程

长者大于疗程短者
。

同时证明
,

服黄根组 X 线胸片稳

定率 62
.

9~ 87
.

1%
,

坚持服药 4 年以上者胸 片稳定率

大于用药 4 年以下者
,

说明黄根治疗尘肺有明显的近

期和远期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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