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9 6 年第 9 卷第 2 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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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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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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9 6 年第 9 卷第 2 期

制药厂叫噪花青共检查了 17 例病人
,

其中有 7 例是一

年半前第一批受试者的复查
。

二批共检查了慢性中毒

性肝病 21 例
,

共测试了 28 人次
。

2
.

2 受试者早晨空腹 自一侧肘静脉采血 3m l 注入干

试管作为空 白对照
,

迅速用 5
.

Om l注射用水将安瓶内

I C G 溶解
,

按体重 .0 s m g k/ g 再自肘静脉在 30 秒钟内

注完
,

立即记录时间
,

准 15 分钟在另侧肘静脉采血

3ml 置干试管中作为测定
。

即时将二次标本分离
,

取

l m l血清
,

加 2
.

o m l 生理盐水混匀
,

用光径 l e m 比色

杯在 s o s n m 波长
,

以
“

空白
”
校对零点

,

测定吸光度
,

从已制标准曲线上求得 CI G 浓度
。

正常人 CI G 15 分钟

滞留率小于 10 %
。

2
.

3 试验中
,

部分慢性中毒性肝病同时作了其他肝功

能试验如色氨酸耐量试验
、

前白蛋白
、

转铁蛋白
、

甘胆

酸及血清酶等检查
。

3 结果与讨论

正常人与患者 CI G 结果见下表
,

5 例正常人 CI G

范围为 2
.

6一 6
.

5 %
,

均值又一 4
.

7士 1
.

64 %
,

与国 内外

报道接近
。
2 2例患者共有阳性 1 2 例 ( 5 7

.

1 4 % )
,

IC G 1 5

分钟滞留平均值为 16
.

04 士 1 1
.

73
,

与正常人 比较 尸 <

0
.

01
,

有极显著差异
。

I C G 临床检查结果

诊 断 测定人次 阳性例数 ( % ) 15 分钟滞留率 % 均值士 S D %

正常人

慢性中毒性 肝病

2
.

6 ~ 6
.

5 4
.

7士 1
.

6

1 2 ( 5 7
.

1 4 ) 1
.

2 ~ 36
.

0 16
.

0 4士 1 1
.

7 3
赞

,

与正常人比较 P < 。
.

0 1

IC G 是一种三淡花青色素
,

在体内由肝脏摄取
,

排

入胆汁
,

不从肾脏排出
,

不参与肠肝循环
,

是人体诊断

用药最有实用价值的色素之一
。

而且毒副作用甚低
,

小

鼠静脉给药可达 50 m g / k g 没有反应
,

迄今临床应用较

B S P 安全
。

在本组检查的慢性中毒性肝病患者
,

都是长期从

事职业性毒物接触并有肝大体征和 自诉头昏
、

乏力等

症状
,

并被排除传染性肝炎或酒精因素的患者
,

经临床

观察诊断为职业性中毒性肝病
。

在第一批 10 例病人的

检查中同时也作了色氨酸耐量试验和其他常规肝功能

试验
,

CI G 全部阳性
,

色氨酸耐量试验有 3例阴性
,

而

常规肝功能试验大都为阴性
。

在第二批检查中 17 例病

人以国产 IC G 试验并同时作了其他常规肝功能试验
,

共有 6 例 CI G 试验阳性
。

其中有 7例病例在一年半前

诊断为中毒性肝病 CI G 试验阳性者
,

有 5例转阴
,

5 例

中一例已退休
,

另一例已调离原工作
。

其余 3 例临床体

征 改变不多
,

而其他肝功能试验一直阴性
。

虽然二批检

查中
,
IC G 来源不同

,

结果可能略有差异
,

但在诊断中

毒性肝病所有试验中阳性率最高
,

而且 国产试剂价格

较为便宜
,

在排除了其他 因素如病毒性
、

酒精性后
,

可

作为职业性中毒性肝病的诊断检查方法
。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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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自 1 9 8 4年 4 月 ~ 1 9 9 3年 4 月共收治 1 3 名与

一氧化碳中毒有关的眩晕病例
。

其中男 n 例
,

女 2 例
,

年龄在 23 ~ 50 岁之间
,

平均年龄 33 岁
。

其中采煤工 4

例
,

瓦斯检查员 1例
,

操作员 5 例
,

维修工 2 例
,

调度

员 1例
,

均经市职业病诊断组定诊为一氧化碳中毒
。

1 临床资料

1
.

1 症状和体征 本文 13 例病例均因工作事故导致

急性中毒
,

大多数患者曾经当地综合医院抢救
,

头痛
、

眩晕
、

恶心
、

呕吐
、

步态瞒珊
、

昏迷等症状有所缓解
,

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
,

如耳鸣 (高调 )
、

耳聋 (感

音性 )
,

特别是眩晕症状十分明显
,

故来我所住院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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