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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化学物引起中毒
,

常见于职业性或生活性
,

硅铁矿石
,

内含杂质磷
,

矿石遇水或由于空气中潮湿而潮

在多数情况下
,

患者都能提供接触毒物的品种
、

方式 解
,

生成磷化氢
,

吸入后引起急性中毒而死亡
。

等
,

是诊断中毒的主要依据之一
。

在少数情况下
,

中毒 ,
.

2 食品污染

患者从未意识到 自己已接触毒物
,

自吸收毒物到发生 ,
.

2
.

, 毒物直接污染食物
。

中毒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
,

这种方式所发生的 l例 3 1 某地农村中
,

一家 5 口
,

在二周内先后得

中毒
,

称之谓隐匿式中毒
。

这些患者就诊时不可能提供 病
,

病情基本类似
,

起病时有头痛
、

头晕
、

乏力
、

食欲减

毒物接触史
,

因而导致诊断困难
。

目前接触化学物质机 退
、

消瘦等
,

逐渐加重
,

并出现较重的精神
、

神经症状
。

会 日益增多
,

也不断有新化学物质投放市场
,

故开展对 在当地就诊
,

皆诊断为急性病毒性肝炎
,

治疗无效
,

先

隐匿式中毒诊断的探讨
,

对提高诊断质量
,

预防中毒事 后死亡 2 例
。

当地防疫部门去患者家中调查
、

消毒
,

发

故
,

是有现实意义的
。

本课题组收集此类中毒病例
,

结 现在米囤底层有一层红色粉末
,

检查结果是农药西力

合文献资料
,

探讨可造成隐匿式中毒的各种原因
,

作为 生 (氯化乙基汞 )
,

经追询知老主妇因 防米蛀虫
,

私取西

研究其诊断的基础资料
。

力生一市斤垫入米囤底内
,

以致污染食米
,

当吃至接近

1 造成隐匿式中毒的原因 底层时
,

米污染较多
,

以致全家都发生亚急性有机汞农

1
.

1 职业性接触 药中毒
。

经抢救仅一中年男子存活外
,

4 例 皆死亡
。

急性职业中毒在以下情况中
,

属于隐匿式中毒范畴
。

【例 41 1 9 7 1 年 10 月间
,

伊拉克有些地区发生大

1门门 负责生产者或工人都不了解生产中有毒物接 批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的病员
,

病情严重
,

诊断未 明

触
,

以致发生中毒后
,

不能提供确切情况
。

确
,

有多人死亡
。

医学专家调查后得知大批农民都食用

【例 11 郭某
,

女
,

40 岁
,

某乡办化工厂烘房工
,

了国外进 口的大麦
、

小麦种子
,

这些种子都已用西力生

烘红色基 R l 工作
,

工作半月后
,

因头痛
、

发热
、

乏力
、

浸泡以防霉变
,

为避免误食
,

全部染成粉红色
,

且在袋

全身酸痛
、

食欲减退入院
。

检查发现患者肝脏肿大
,

无 上有
。

不供食用
”

、 。

有毒
”

等标记
,

但农民仍食用了
,

造

触痛
。

尿常规
:

蛋白+ + +
,

w B C +
。

入院考虑
:

伤 成一次严重的有机汞中毒事故
,

总中毒人数达 8 万人
。

寒
、

出血热待排除
。

经抗生素及对症治疗以后病情加 在我国食用农药浸种子而中毒者也有发生
。

近年

重
,

肝功能试验异常
,

诊断为病毒性肝炎
·

按暴发性肝 来由于农药使用于蔬菜
、

水果
,

在施药后未到安全期即

衰竭处理
,

5 日后死亡
。

以后该厂又发生类同病情两 应市
,

如清洗不彻底
,

食后农药中毒
,

亦屡有发生
。

例
,

经尸解证实为中毒性肝病
。

现场调查红色基 RI 的 1
.

2
.

2 食用 已被毒物污染的家禽
、

家畜或鱼类等
,

引

化学名为 2
一

甲基
一
4
一

硝基苯胺
,

其毒作用主要为肝脏损 起中毒
。

害
。

本次事故发生于乡镇企业
,

不知其危害
,

故发病后

未能提供职业接触毒物史
。 ,

本文为 国家级职业病诊断标准
“

职业性急性隐匿式中

1门
.

2 由于接触物质原以为无毒
,

但因故发生化学 毒的诊断规则
”

课题资料之一

反应而产生毒物
。

1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 20 0 2 3 3)

【例 2】 国外报道在运输船上
,

船员发 生头痛
、

恶 2
.

山东济南市职业病防治所

心
、

呕吐
、

呼吸困难
、

出汗等症状
,

在一二日内突然死亡
。

3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也有在入睡前无明显不适而翌晨发现已死亡者
。

当时诊 4
.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断为食物中毒
、

霍乱
、

流感等
。

一名儿童诊断为脑膜炎
,

尸 5
.

山东省立医院

解主要病变为大脑
、

肺
、

胃肠道等器官充血
,

不符合上述 6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诊断
,

故曾称之谓神秘死亡
。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船内载运 7
.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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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5 0年代
,

日本九州水误市沿海渔村中
,

陆

续发生大批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的患者
,

临床表现皆

为听力
、

言语障碍
,

四肢感觉减退
,

共济失调
,

视野缩小

等
;
以后出现偏瘫谱妄

、

抽搐
、

昏迷
,

婴
、

幼儿也发生瘫

痪
、

智能低下
,

当时经临床
、

病理等专家多次会诊
,

诊断

仍不明
,

故名水误病
。

开始怀疑传染病
,

以后又认为不

明物质所致中毒
。

经深入研究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

于

1 9 5 9 年末始查明该地有一工厂
,

排出废水中含有汞及

甲基汞
,

污染海水
,

有机汞在鱼类
、

贝类体 内积蓄和富

集
,

沿海居民食用鱼 贝后发生甲基汞中毒
,

受害者数以

千计
。

大批有后遗症的患者经多年治疗
,

仍未痊愈
。

1
.

2
.

3 用含毒物的盛器装放食物饮料
。

【例 61 男性
,

50 岁
,

农民
,

因阵发性腹部纹痛

两 日急诊
。

患者主诉两 日来有腹部疼痛
,

痛在脐周
,

持

续性隐痛
,

阵发性加剧
,

为绞痛性质
,

伴有恶心
、

呕 吐
、

食欲减退及便秘
。

检查腹部软
,

脐周及右下腹有压痛
,

无反跳痛
,

拟诊为急性阑尾炎
,

手术前发现有较严重贫

血
,

且疼痛性质和急性阑尾炎不同
,

经详细询问
,

始知

患者 10 多年来有用锡壶盛酒饮酒史
,

经职业病科进一

步检查
,

明确为铅中毒所致的腹绞痛
,

用络合剂两次

后
,

腹痛即消失
。

再将盛酒锡壶化验
,

含铅量高
,

中毒

来源得以明确
。

将原盛装毒物的空瓶
、

空桶等装调味品
、

粮食引起

中毒
,

也有发生
.

也有将氟硅酸钠误作为碱刷洗菜盆
,

未经彻底冲洗盛菜
,

导致多人 中毒死亡的报道
。

,
.

2
.

4 将毒物误作为调味品
、

发酵剂等
。

I例 71某单位午餐为肉包子
,

进餐者食后半小时

陆续发生恶心
、

呕吐
、

腹痛等
,

开始以急性食物中毒处

理
,

但发现临床表现不符
,

病情重危
,

多数患者发生心

肌损伤
,

严重心律失常
,

四肢麻木
、

瘫痪等
,

化验结果

为低钾血症
,

且有数例迅速死亡
。

在检查食品时发现包

子上有小的白色结晶
,

经检测 为钡化合物
。

通过调查发

现
,

做包子时将碳酸钡误作为发酵粉使用
,

以致发生急

性钡中毒
。

此外
,

误将亚硝酸钠作为食盐
、

以氟硅酸钠作为小

苏打粉使用等
,

致多人中毒的情况也有发生
。

1
.

2
.

5 食用不合适的物品
。

I例 81 6 0 年代初
,

某地陆续发生一批病员
,

患者

皆为农民
,

主要症状为头晕
、

头痛
、

乏力
、

口渴
、

食欲

减退
、

恶心
,

部分患者有低热
,

严重者有烦躁
、

嗜睡
、

四肢软瘫
、

意识障碍
、

抽搐
、

心律失常等
,
也有出现肺

水肿或肝脏
、

肾脏损害者
。

当时曾诊断为急性感染性多

发性神经根神经炎 (G iu all i n 一

aB rr e
综合征 )

,

但临床不

符
。

以后 又考虑该地有使用西力生史
,

检查部分患者尿

汞稍偏高
,

故诊断为有机汞中毒
。

进行针对性治疗
,

效

果不明显
。

后经临床动态观察
,

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

最后明确为棉酚中毒
。

由于当地食用粗制棉油
,

食用时

未经适当温度加热
,

棉油中含棉酚未经破坏而致中毒
。

棉酚对神经
、

心
、

肝
、

肾等脏器均有毒性
,

并可引起低

钾血症
。

此次集体发病
,

先后经数年广泛开展研究工

作
,

始明确诊断
。

1
.

3 水源污染

【例 9】某郊区举办干部学 习班
,

共 40 余人
,

食宿

皆在一学校内
。

数日后学习班成员陆续出现乏力
、

食欲

减退
、

恶心
、

呕吐等
,

就诊检查有肝脏肿大
、

肝功能异

常
,

诊断为急性病毒性肝炎
,

收入传染病房
。

在住院期
,

发现一周内学习班中有 20 多人发生同样疾病
,

且皆出

现四肢疼痛
、

麻木等周围神经炎表现
,

与急性病毒性肝

炎表现不符
,

考虑为中毒引起
。

经尿砷等检查
,

确诊为

急性三氧化二砷中毒所致的中毒性肝病
、

周围神经病
。

经现场调查得知学 习班人员饮井水而 居民用河水
,

测

定井水其含砷量高
。

向乡民了解
,

知该区为血吸虫病高

发区
,

前几年灭螺队用砒霜灭螺
,

工作告一段落后
,

将

多余的砒霜用瓦罐包装后埋入地下
,

以后由于造房等

作业将瓦罐打破
,

使砒霜随地下水流入井中
,

日积月累

井水含砷很高
,

饮用后发生中毒
。

1
.

4 空气污染

l例 1 0】上海地区一居民
,

有四个女孩同睡 于一灶

间
,

父母另居一室
。

某日早晨父母发现女孩们皆未起

床
,

呼之不应
,

破门而入见均已昏迷
,

急送医院
。

儿科

医师询问病史
,

四女在发病前和父母共进晚餐
,

晚上温

习功课后即入睡
,

当时一切正常
。

检查四女孩皆呈深昏

迷状态
,

血
、

大小便常规检查皆阴性 ; 腰穿除脑脊液压

力较高外
,

常规检查正常
;
胸部 X 线检查示两肺正常

;

排除了暴发性肺炎
、

菌痢和 脑炎等
,

诊断一时难于明

确
。

此事在居住里弄中传播后
,

该弄中一制药厂得知此

事
,

即到医院申明
,

该厂 生产中有副产 品澳甲烷
,

这天

因回收设备损坏
,

即将澳甲烷排入该厂下水道中
,

当时

认为是安全的临时措施
。

但由于澳甲烷不溶于水
,

随下

水道流出
。

女孩们睡在灶间
,

室 内有阴沟洞通下水道
,

澳甲烷从阴沟洞 中逸出
,

污染灶间空气
。

四女孩在一封

闭的环境下
,

吸入大量澳甲烷引起急性中毒
,

至此始明

确诊断
。

按急性澳甲烷中毒抢救
,

但因病情严重
,

三 日

内 皆死亡
。

【例 1 11 男性
,

40 岁
,

乘吉普车外出
,

在后排座躺

下休息
,

行车 6 小时 到 目的地
,

被人发现 已昏迷
,

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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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略有抵抗感
,

左侧肢体肌张力减低
,

右侧肢体有抽

动
,

肌张力较高
。

腰穿脑脊液除压力稍高外
,

常规检查

无异常
,

拟诊为脑血管意外
。

共昏迷 17 小时
,

经抢救

后清醒
。

但仍感乏力
、

头晕
,

疑为散发性脑炎
、

脑囊虫

病等
,

经一系列检查后排除
。

现场经调查
,

车后排有一

个 12 x cs m Z
破 口

,

汽车排气管口直接通到底盘破 口
,

患者吸入汽车废气
,

引起以 C O 为主的中毒
。

患者以后

发生迟发性神经精神病
,

经对症治疗
,

3 月后好转
。

此外
,

由于在家中以汞做试验或炼金
,

致家人吸入

汞蒸气引起急性中毒或肺炎亦有报道
。

以上情况
,

常造

成误诊而耽误治疗
。

1
.

5 滥用毒物作为灭虫
、

消毒剂
,

涂于衣服
、

被褥
、

床铺等处
,

以致中毒

I例 1 2 1一成年男性
,

平时身体健康
,

有一暑天午

餐后
,

仅穿短裤在竹床上午睡
,

下午发现 已陷入昏迷
,

送院抢救
。

患者肥胖
,

双侧瞳孔缩小
,

血压稍偏高
,

当

时认为桥脑出血
,

观察中发现有不符之处
,

再考虑为急

性有机磷中毒
,

检查血胆碱醋酶活性偏低
,

经阿托品治

疗而痊愈
。

患者清醒后
,

调查中毒原因
,

知竹床上有臭

虫
,

为灭虫
,

用对硫磷涂抹竹床
,

而后未彻底清洗
,

午

睡时经皮肤吸收而中毒
。

亦有用敌百虫等有机磷农药洒在衣服
、

被褥上灭

虱而致中毒
.

这些情况多由于施药物者不了解其毒性
,

而中毒后又呈昏迷状态
,

家人不知情况
,

送院时得不到

接触史
,

致使诊断困难
。

1
.

6 用土方
、

偏方治病

I例 13 1患者
,

女
,

23 岁
,

两年来经常有阵发性腹

痛
,

每次发作时伴有恶心
、

呕吐
、

便秘等
,

井有头晕
、

头痛
、

乏力
。

第一次发作诊断为急性 阑尾炎
,

施行手术

后
,

腹痛仍常发作
,

又诊断为胆囊炎
、

盆腔炎等
,

经治

疗未见改善
,

患者一般健康状态也日益下降
,

痛苦万

分
,

患者有一亲戚为某医学院公卫系教师
,

知情后介绍

至职业病专科诊治
,

经了解患者有癫痈史
,

近年常服土

方
、

樟丹等
,

樟丹中含有铅
,

诊断得以明确
,

经依地酸

钠钙治疗
,

腹痛很快控制
,

一般健康逐渐恢复
。

1
.

7 医源性因素

【例 1 4】用亚硝酸钠灌肠
:

某医院妇科病房中一老

年妇女
,

在手术前晚作盐水灌肠后 自觉胸闷
、

不适
,

皮

肤粘膜呈明显青紫色
,

心电图检查示心肌缺血
,

故拟诊

为心肌梗塞
,

经抢救无效死亡
。

第二 日晚另一需手术老

年妇女
,

也做盐水灌肠
,

又出现类同情况
,

诊断治疗及

后果皆如前例
。

因连续死亡两例
,

故进行调查
,

始知灌

肠用 的盐水误用亚硝酸钠
,

两例皆为急性亚硝酸钠中

毒
。

此为一重大医疗事故
,

因当时患者本人
、

治疗医师

等都不了解接触史
,

故属于隐匿式中毒范畴
。

【例 1 1 用新洁尔灭冲奶
:

某医院婴儿室
,

喂奶后

不久发现婴儿出现青紫
,

经检查都排除心
、

肺疾病
,

考

虑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

以美蓝治疗有效
。

经检查
,

知当

班护工误将消毒用的新洁尔灭作为饮水冲入牛奶
,

新

洁尔灭内含少量亚硝酸钠
,

婴儿服后引起急性亚硝酸

钠中毒
。

【例 16 】患者男性
,

35 岁
。

1 9 7 8 年起经常腹痛
、

腹

泻
、

便血
,

每天 5一 10 次
,

拟诊溃疡性结肠 炎
。

1 9 8 0 年

5 月 24 日起用二甲基 甲酞胺 ( D M )F 20 m l 加生理盐水

s o m l 保留灌肠
,

每晚 1 次
,

用药 12 次后有恶心
、

乏力
、

头昏
、

呕吐等症状
。

6 月 7 日之后有心悸
、

胸闷
、

上腹

不适
,

并出现黄疽
,

继而有血便
,

出血时间 60 秒
,

凝

血时间 21 分
,

吐 出物 内大 量咖啡色液
,

SG P T 达

l o o U
。

会诊结果为暴发性肝炎伴弥漫性毛细血管内凝

血
。

患者于 6 月 10 日死亡
。

经尸检证实由于急性 D M F

中毒所致严重中毒性肝病
。

1
.

8 谋杀

【例 17 】某一中年妇女
,

因腹痛
、

呕吐
、

腹泻一小

时至医院由其夫陪来急诊
,

经检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
,

经输液等治疗
,

病情好转
。

过一段时间后
,

又发生同样

病情 ;仍按急性 胃肠炎处理而愈
。

再过几天
,

其夫又送

来
,

仍言上述病状
,

检查病员 已死亡
。

当班医师由于轻

信其夫之言
,

又缺乏经验
,

给予开具急性胃肠炎
、

中毒

性休克死亡的死亡证明书
。

其夫即据此申报死亡等手

续
,

此事引起居民等怀疑
,

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

得知其

夫蓄意谋杀其妻
,

在工厂中偷取得毒物
,

先用三氧化二

砷下毒两次
,

引起腹痛
、

呕 吐等中毒症状
,

但未死亡
。

第三次用氛化钾毒死其妻
,

而在医院中骗得死亡证明
。

三次急性中毒皆为谋杀
,

被杀者不知已服毒物
,

属隐匿

式中毒范畴
。

用毒物谋杀近年来常有报道
,

在临床工作

中须提高警惕
。

2 讨论

2
.

1 隐匿式中毒指患者在毫无意识到的情况下吸收

毒物
,

故毫无警惕
,

既不知吸入毒物的品种和剂量
,

也

不知吸收途径而发生中毒
,

这是一种特殊的中毒方式
。

从以上各病例中毒原因的分析
,

可以说明隐匿式中毒

的涵义
。 “

隐匿
”
是针对患者对自己接触毒物并已吸收

而一无所知而言
,

故在就诊时无法提供接触毒物的资

料
,

致使诊断十分困难
。

职业中毒一般不属 于隐匿式
,

而就诊时未询问职业史的误诊
,

是诊断上的疏忽
。

因职

业中毒患者自己了解毒物作业情况
,

不属于隐匿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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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范畴
,

但如工厂负责者有意隐瞒有毒作业危害情况
,

以致工人不了解自己从事有毒作业
,

因而发生中毒
,

就

诊时得不到确切的职业接触史
,

则情况和隐匿式中毒

相同
。

2
.

2 隐匿式中毒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
,

从临床实践所

得资料来分析
,

可归纳为上述 8 种原因
。

临床医师能了

解这些原因
,

对提高诊断质量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

各种

原因中
,

以化学物污染食品
、

空气
、

水源是主要的
,

危

害性大
、

涉及面广
,

应引起高度重视
。

近来有不法商贩
,

以颜料或其他化学物处理食品
,

使腐烂食品伪装成为
“

新鲜食品
” ,

次货又变成为
“

好货
” ,

以达到欺骗顾客

的目的
,

很可能发生隐匿式中毒
,

其危害虽未经系统调

查
.

但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

除应引起临床工作者注意

外
,

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坚决予以处理
。

2
.

3 在少数情况下
,

有些患者虽自知有毒物接触
,

且

有中毒可能
,

但由于某种原因如吸毒等
,

故意对医师隐

瞒接触毒物史以致诊断困难
。

这种中毒方式不属于 隐

匿式
,

但对医师而言
,

却得不到明确的病史
,

对这些病

例的诊断思维也可参考隐匿式中毒
。

2
.

4 由于隐匿式中毒造成的危害
,

是十分严重的
,

要

消灭这方面的隐患
,

必须加强对毒物的管理
,

贯彻环境

卫生
、

食品卫生等法规
,

这些都是目前迫切的任务
。

我们课题组收集这方面病例
,

除为临床诊治提供

资料外
,

也希望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

采取有力措施
,

预

防化学物引起的危害
,

这对保障经济发展和保护广大

人民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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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 1 9 9 5一 0 5一 0 9 修 回

:
1 9 9 5一 1 1一 2 8 )

关于召开 第三次全 国职业病康复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经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职业病康复学组研究决定

: 1 9 9 6 年第四季度或 1 9 9 7 年 4 ~ 5 月间召开

第三次全国职业病康复学术会议
。

征文内容
:

( 1) 职业病和职业性多发病的临床康复
、

心理治疗
、

功能训练 ; ( 2) 物理治疗经验 ; (3 ) 体育治

疗经验 ; (4 ) 传统康复治疗 (针灸
、

推拿等治疗 ) 经验
; (5 ) 康复医学与职业医学结合的探讨 , (6 ) 康复基础工

作的经验
,

如康复功能测定和康复评估的经验
;

( 7) 职业病护理经验
,

包括急性中毒急救护理
,

常见职业病护理
,

心理 护理
,

护理管理
,

护理技术改革经验
。

文稿需字迹端正
、

清楚
,

表格要符合规范
,

用原稿纸誊清
,

并写出 5 00 字左右的论文摘要
。

信封上注明
:

“

职业病康复学术会议征文
” ,

经所在单位盖章后
,

寄广州 市 白云 山黄婆洞
,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邮编
:

5 1 0 4 2 0 ) 业务办公室屈辉收
。

联系电话
:

( 0 2 0 ) 6 6 2 7 5 9 0
。

稿件截止 日期 1 9 9 6 年 6 月 3 0 日
。

会议 召开的具体 日期
、

地点及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职业病康复学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