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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致白血病两例报告
冉学红　高连升　于民海　刘成立

　　我科收治的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 M5b )和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 ( M DS) RAEB-T型 ,后发展为 M5b的两

例病人 ,经过职业病诊断小组讨论 ,确诊为慢性重度苯

中毒 (苯性白血病 )。 现报告如下。

【例 1】女 , 26岁 ,乡办鞋厂胶合工。专业工龄 2. 5

年。接触列克钠 (二苯基甲烷三异氰酸酯 )、 甲苯、 氯

丁胶 , 所测工作环境苯浓度为 459. 9mg /m3 , 每天工作

10余小时 , 胶合皮鞋 100余双。半年前自觉乏力、 头

晕 , 仍坚持工作。近一周来 , 上述症状加重 , 发现牙龈

出血 , 身上有出血点 , 前来就诊。查体: T37. 5°C, 贫

血貌 , 全身皮肤有散在出血点及瘀点 , 浅表淋巴结不

大 , 胸骨无压痛 , 心率 80次 /分 , 心前区闻及Ⅱ /6级

吹风样收缩期杂音 ,腹平软 ,肝脾未及。血常规 Hb40g /

L, W BC2. 3× 109 / L, BPC40× 109 /L, 幼稚细胞占

30%。 骨髓检查示增生减低 ; 单核系增生异常 , 原单

5% , 幼单 44% , 粒红两系受抑制 , 巨核细胞 2个 , 血

小板减少。经专科会诊 , 诊断为: 慢性重度苯中毒 (急

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M 5b )。给予 HA( H: 高三尖杉酯碱 ,

A: 阿糖胞苷 ) 方案治疗 1疗程 ( 7天 )。病情未缓解 ,

1周后死于颅内出血。

【例 2】男 , 30岁 , 个体喷漆工。专业工龄 10年 ,

接触香蕉水 、醇酸稀料、 调合漆等。发病前 , 在密室内

喷漆作业两个月。工作环境苯浓度未测。患者因乏力、

齿龈出血 1个月而就诊。查体 T38°C,贫血貌 , 全身皮

肤有散在出血点及瘀点 , 齿龈渗血 , 浅表淋巴结不大 ,

胸骨无压痛 ,心肺无异常 , 腹平软 , 肝脾未及。血常规

　　作者单位: 261041山东潍坊市人民医院

Hb86g / L, W BC2. 4× 109 /L , BPC29× 109 /L。骨髓检

查示增生尚活跃 ; 单核系增生异常 , 原单 4% , 幼单

8% ,粒红系增生尚活跃 ,巨核细胞 1个 ,血小板减少。

经专科会诊 , 诊断为: 慢性重度苯中毒 M DS ( RAEB-

T型 )。给予维甲酸、 小剂量 HA方案诱导分治疗 , 效

果不佳。 1个月后发展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 M 5b ) ,

继续给予 HA、 DA( D: 正定霉素 )方案等化疗 4个月 ,

未缓解 , 最后继发严重感染及出血死亡。

讨论　本两例病人有 2. 5～ 10. 0年的苯接触史 ,

可排除其他理化因素 ,亦无家族白血病史 ,故诊断为苯

性白血病。此两例有以下特点: ( 1) 发病后均有乏力、

贫血及出血表现 ,且进行性加重 ,与一般白血病的临床

表现无差别。 ( 2) 例 2在治疗过程中由 M DS发展为

M5b。例 1症状持续长达半年之久 , 未引起重视 , 致就

诊时病情较重 ,也不排除此过程的可能性。 ( 3)骨髓增

生均不活跃 ,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 ,这与一般白血病骨

髓增生活跃或极度活跃的特点不同 , 故增加了治疗上

的难度 ,化疗效果不佳。以上特点考虑与苯中毒机理有

关。据文献报告 , 慢性苯中毒时 , 苯主要固定在骨髓 ,

它首先刺激骨髓细胞增殖 ,以后又抑制 ,引起细胞核型

异常或成为多倍体 , 当异常细胞形成恶性克隆后则发

展为白血病 ,故苯所致白血病常有骨髓增生低下 ,外周

血全血细胞减少 ,以后成为白血病 ,也就是先再生障碍

性贫血、 M DS, 后来发展为白血病。因此对于苯作业

工人 , 应做到定期健康检查 , 早期发现 ,及时处理 ,以

防发生严重后果。 同时 , 应加强乡镇及个体企业的管

理 , 改善其作业环境 , 确保工人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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