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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例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临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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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主要损害呼吸系统
,

轻者表

现呼 吸道炎症 (支气管炎
、

肺炎 )
,

重者为中毒性肺水

肿
。

现将 35 例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疗效总结分析如

下
。

1 临床资料

3 5 例患者
,

男 2 0 例
,

女 1 5例
。

年龄 2 1~ 5 8 岁
。

其中氯气中毒 17 例
,

氨气中毒 6 例
;
氮氧化物中毒 5

例
,

光气中毒 3 例
,

其他气体中毒 4 例
。

3 5 例患者全伴有胸闷
、

气短
、

咳嗽
,

其中 30 例患

者伴有头昏
、

恶心
,

19 例患者伴有呕吐
,

16 例患者伴

有心悸
,

10 例患者伴有头痛
。

35 例急性中毒患者主要体征为
:

眼结膜充血 (6

例 )
,

咽部充血 ( 33 例 )
,

发热 (2 例 )
,

紫维 (2 例 )
,

呼吸音粗糙 (3 5 例 )
,

干性罗音 (2 8 例 )
,

湿性罗音

( 1 8 例 )
。

2 辅助检查

血白细胞计数增高 8例
,

占 23 %
;
肺部 X 线摄片

双肺纹理增强
、

紊乱 28 例
,

占 80 %
,

双肺纹理增强可

见斑片状阴影 6 例
,

占 17 %
;
心电图有一过性房室传

导阻滞 3 例
,

占 8
.

5 %
,

有一过性早搏 6 例
,

占 17 %
,

有一过性 S T一 T 改变 5 例
,

占 14 %
。

3 治疗转归

外院接诊 22 例患者
,

遗留慢性支气管炎 19 例
,

占

8 6%
;
遗留支气管扩张症 3 例

,

占 14 %
;
我院接诊的

13 例患者
,

治愈 12 例
,

占 92 %
,

遗留慢性支气管炎 1

例
,

仅占 8 %
。

4 讨论

在 35 例患者中
,

有我院接诊 13 例患者
,

入院后均

立即给予短程
、

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及抗生素治疗
,

除 1

例环 氧乙烷中毒患者治疗效果不佳
,

遗留慢性支气管

炎外
,

其他患者均获痊愈出院
。

外院接诊的 22 例患者
,

急性期均 以抗炎
、

解痉
、

止 咳
、

对症为治疗原则
,

除 3

例加用小剂量激素治疗外
,

其余均未使用激素
。

虽经较

长时间的抗炎治疗
,

但治疗效果不佳
,

转至我院
,

我院

虽采 用大量抗生素
、

短程适量激素及对症治疗
,

但疗效

不佳
。

因此提示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早期采用 足量
、

短

程激素治疗是关键
,

对预后有着重要影响
。

(收稿
:

19 9 4一 1 0一 1 8 修 回
:

1 9 9 5一 0 5一 23 )

叫噪氰绿试验在职业性中毒性肝病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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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叫噪氰绿 (I C G ) 能高度选择性地被肝 细胞所摄

取
,

并从胆汁分泌
,

经肠
,

从粪便排出
。

由于其不被肝

外组织吸收和排泄
,

无肠肝循环
,

不参与体内生物转

化
,

不受代谢影响
,

没有毒副作用
,

所以公认 IC G 试

验是一种较好的肝功能检查方法
。

CI G 试验在病毒性

肝病诊断中的价值 已有报道
。

本文是该方法在职业性

中毒性肝病诊断中的应用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对象

正常人 5 名
,

无肝病及职业毒物接触史
。

职业性接触肝脏毒物工人 21 例
,

其中接触四氯化

碳 5 例
,

间苯二胺
、

硝基苯 16 例
。

女性 2 人
,

男性 14

人
,

接触毒物工龄 3一 36 年
。

主要体征肝肿大肋下 1一

2
.

cs m
,

主诉有头 昏
、

乏力等症状
。

排除了传染性肝病
、

酒精因素
,

21 例均根据 《职业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 诊断为慢性中毒性肝病
。

2 方法

2
.

1 本文报告的 CI G 试验共分二批
,

第一批以 日本

第一制药株式会社诊断绿 ( iD ag
n o g n ce n) 共作了 n 例

病例和 5例正 常人
。

第二批 以 国产 辽 宁省辽 阳 第三

上海 市第六 人民医院 ( 2。。 2 3 3)

上海市华山医院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