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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女患者开始曾出现四肢抽搐
,

但神志清楚
,

针刺后 搐

恢复
,

脑电图正常
,

考虑为精神紧张所致的功能性抽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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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二氯节急性中毒 8 例临床观察

夏文斌

某化工厂联苯二抓节车间发生一起急性中毒事

故
,

鉴于该物质引起的中毒国内尚未见报道
,

特将收治

的 8 例病例资料作一临床分析
。

1 一般情况

本次发生急性中毒共 8 例
,

均系同一班组的操作

工
,

其中男 6 人
,

女 2 人
,

年龄最大 43 岁
,

最小 25 岁
,

平均年龄 35 岁
。

2 临床资料

2
.

1 症状与体征

8 例患者同时用甲苯
、

二甲苯溶液刷洗粘有联苯二

抓节塑料桶 1~ 2 小时
,

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流泪
、

流

涕
、

咽痛
、

呛咳
、

头晕
、

乏力
、

恶心等症状
,

见表 1
,

病情呈

进行性加重
,

遂去医院诊治
,

其中 1 例收入院治疗
。

表 1 8 例病人临床表现

裂
6 8 2 3 8 8 8 8 , 1 8

2
.

2 实验室检查

除 l 例白细胞增高 ( i 3 x l o g

/ L )外
,

H b
、

B P
a 、

血

电解质及肝功能
、

心电图
、

X 线胸片等均未见异常
。

2
.

3 治疗

8 例患者主要采取对症支持疗法
,

给予扑尔敏
、

静

脉输液
、

糖皮质激素及维生素 C 等治疗
,

恢复较快
。

3 典型病例

常某
,

女性
,

43 岁
,

1 9 9 5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时
,

开始刷洗粘有联苯二氯节的塑料桶
,

感到有刺激性气

味
,

并流泪
、

流涕
、

呛咳
,
2 小时后

,

自觉面部灼热感
,

同时颈
、

胸
、

腹部
、

前臂和两大腿内侧皮肤出现大面积

红色斑丘疹
、

痊痒
,

部分融合成片状
,

伴有发热
、

嗜睡
、

情绪激动
、

想哭
,

并有呢逆
,

即到厂医务室就诊
,

予以

口服扑尔敏
、

维生素 C 后
,

未见明显好转
。

以
“

接触

性皮炎
”
收入本院

。

夏玉静

既往有
“

心律失常
”

病史 5年
,

否认药物及食物过

敏史
。

体 格检查
:

T 38
.

5℃
,

P 86 次 /分
,

R 20 次 /分
,

B P 1 9八 Zk P a ,

神志清
。

颈
、

胸
、

腹部
、

前臂及大腿内

侧皮肤可见大面积红色丘疹
,

部分融合成片 ; 皮肤
、

巩

膜无黄染
。

眼 睑浮肿
,

球结膜及咽部轻度充血
。

心率 86

次 /分
,

律齐
,

心脏各瓣膜区未闻杂音 ; 双肺呼吸音清
。

肝
、

脾未触及
,

余未查见阳性体征
。

实验室检查
:

血红蛋白 110 9 / L
,

红细胞 3
.

95 x

1 0` 2
/L

,

白细胞 1 3 X 1 0 9

/ L ( N 0
.

7 2
,

L 0
.

2 8 )
,

血小板

120 x l 护 / L
,

嗜酸细胞计数 2 2 c/ m m
;

肝功能正常
;
血

清钾 3
.

7m m ol /L
,

血 清钠 13 9
.

3m m ol / L
,

血 清 氧

1 0 8
.

o m m
o l / L

,

尿素氮 1 1
.

g m g / d l
,

肌醉 0
.

6m g /d l
。

入

院第 5 天
,

复查白细胞 6
.

8 只 10
9

/ L
。

病程第四周作斑

贝占试验
,

结果见表 2
。

表 2 斑贴试验结果

斑 贴 物
时间

—
凡士林 50 %甲苯 联苯二抓节 植物油 对照

皮疹发热血球结膜充咽充血乏力恶心呛咳 头晕咽痛临 泪流 流涕床表现

柑料2 4 小时

4 8 小时

作者单位
:

2 1 2。。 3 镇江市卫生防疫站 (夏文斌 )
,

北京
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夏玉静 )

治疗 经过及 转归
:

入院第 1 天 即给予仙特敏

l o m g
,

每日 1 次 ; 静滴 5%葡萄糖 s o o m l
,

加入氢化可

的松 Zo o m g
、
1 5%抓化钾 l o m l

、

维生素 C Zg
,

每 日 1次
,

连续 3 天 ; 静注葡萄糖酸钙 l o m l
,

每 日 1次
,

注射 3

天
。

于病程第 7天
,

头晕
、

恶心及皮疹处疹痒感等症状

减轻
,

丘疹部分消退
。

病程第 10 天
,

全身皮疹基本消

退
,

遂逐渐停药
,

但停药后
,

全身皮肤疹痒又复出现
,

颈
、

胸部及两大腿内侧皮肤又出现了红色斑片状丘疹
,

表面有抓痕 ; 检查免疫球蛋白 Ig A
、

Ig D
、

I g M 均在正

常范围
,

但 I g E 2 4 o
.

4 IU /m l (正常值 o一 1 5 o IU /m l )
,

有

轻度增高
,

以后复查 Ig E 仍高
,

遂又继续应用仙特敏

I Om g
,

每日 1 次
,

扑尔敏 s m g
,

睡前服用
,

用药 1周
,

全身皮肤疹痒明显好转
,

丘疹逐渐消退
,

住院治疗 28

天
,

于 1 9 9 5 年 1 0 月 1 3 日痊愈出院
。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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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卜cHz CI 〕 由联苯聚甲醛和石油醚按一定比

例加入反应釜
,

再通入盐酸浓气
,

经高温加热反应
、

离

心
、

干燥而成
,

成品为白色结晶
,

是荧光增白剂的中间

体
,

有关该化学物质的毒性资料
,

目前 尚未见文献报

道
。

本组病例均系直接接触联苯二抓节后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流泪
、

流涕
、

咽痛
、

呛咳
、

眼结膜充血
,

皮肤疹

痒
、

红斑丘疹等皮肤粘膜及呼吸道的强烈刺激症状
,

且

与接触时间相关
,

同时出现头晕
、

乏力
、

嗜睡
、

发热
、

性情激动
、

想哭
、

呢逆
、

恶心等症状
。

经用生产中共同

存在的化学物质作斑贴试验
,

仅联苯二氛节为阳性
,

提

示工人所产生的皮肤
、

粘膜
、

呼吸道乃至全身症状可能

全系该物质所致
,

其毒作用类似多氛联苯及节基氯类
,

此外
,

病人还有发热
、

坛E 增高等表现
,

提示该物质可

能还有致敏作用
。

故联苯二氯苇急性中毒时
,

应即时脱

去污染的衣服
,

用水和肥皂彻底清洗皮肤
,

如出现红斑

丘疹及全身症状
,

则给予糖皮质激素及适量抗过敏药

物
。

应当注意的是
,

此类化学物质在体内代谢缓慢
,

排

泄率低
,

故不宜立即停药
,

否则易复发
。

接触联苯二抓节的生产工人必然穿长袖工作服
、

长筒靴鞋
,

戴橡皮手套
,

戴边缘有护罩的安全眼镜以减

少皮肤接触
,

保护眼睛
。

在出料处及清洗容器时
,

应有

通风或局部排气装置
。

工人需使用过滤式防毒面具
,

以

减少中毒
。

(本文承蒙王淑芬教授
、

哈宽庭主任医师指导
,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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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矽肺患者动脉血气差异的分析

马昌庭 王淑华 丛东生

矽肺患者的血气分析
,

不仅有助于了解矽肺病人 专人操作
,

取挠动脉血测定 aP O Z 、

aP C O Z
、

p H 等 8 项

的代偿功能
、

判定其预后
,

而且也有助于对病情演变和 指标
。

疗效的动态观察
。

2 结果

1 对象和方法 矽肺患者的 P a O Z ( 1 2
.

1 7士 2
.

2 9 k P
a ) 明显低于对

3 3 例矽肺患者均为经省尘肺诊断组按 G B 5 9 o 6 一 照组 ( 2 5
.

4 6士 0
.

9 5 k P a )
,

S
a
O

: ( 9 6士 2 % ) 也明显低

86 确诊的住院患者
,

男性
,

平均年龄 58
.

8 岁 (5 5一 63 于对照组 (9 8 士 l % )
。

其余各项指标两组间差异无显著

岁 )
,
1 9 5 6一 1 9 6 0 年曾从事坑道作业

,

任风钻手 3~ 30 意义 ( p > 。
.

0 5 )
。

由表 1 可见矽肺患者 aP o
:

及 aS O Z

个月
,

平均 12 个月
。

其中 I 期矽肺 12 例
,

I 期 14 例
,

随矽肺病期的进展而逐步降低
,
尸 < 0

.

05
。

其中 l 期矽

l 期 7 例
。

对照组为 10 名无粉尘及有毒有害物质作业 肺的 P a O :

和 aS o
:

明显低于 I 期矽肺
,
尸 < 0

.

05
。

同时

史的男性工人
,

身体健康
,

平均年龄 5 7
.

3 岁 ( 56 一 60 发现 I 期矽肺的 aP o : 已低于对照组
,

而 I 期矽肺的

岁 )
。

S a o :
开始低于对照组

。

中度低氧血症的 2例 l 期矽肺

采用美国 IL 公司 B G E
一
1 4 0 0 0 型血气分析仪

,

由 患者都合并 P
a
C O :

增高 ( 6
.

0
,

6
.

4 k P a )
。

各期矽肺患者动脉血气分析结果 ` 士 : )

组别
P a C O Z

k P a

4
.

7 1

士 0
.

4 6

4
.

8 2

士 0
.

6 1

5
.

1 0

士 0
.

3 2

4
.

7 3

士 0
.

4 0

P a O Z

k P a

1 1
.

8 7

士 1
.

0 1

1 0
.

9 6

士 1
.

2 9

1 0
.

3 6

士 1
.

2 7

1 3
.

4 6

士 0
.

9 5

HC O矛

m rn o l / L

2 2
.

1 6

士 1
.

8 3

2 3
.

0 6

士 1
.

9 4

2 3
.

6 1

士 2
.

6 4

2 1
.

9 6

士 3
.

6 2

T C O Z

m m o l / L

2 3
.

38

士 1
.

8 2

2 4
.

2 1

士 2
.

0 2

2 4
.

7 6

士 2
.

7 7

2 3
.

32

士 1
.

9 5

B E b

m m o l / L

一 1
.

86

士 1
.

8 2

一 0
.

9 6

士 1
.

73

一 0
.

77

士 2
.

30

一 1
.

78

士 1
.

8 5

S cB

m m o l / L

2 3
.

1 8

士 1
.

6 6

2 4
.

1 3

士 1
.

3 8

2 4
.

5 7

士 1
.

8 9

2 3
.

5 4

士 1
.

4 5

S a 0 2

一写97

封96划95封98创
l 2

1 4

7
.

3 9

士 0
.

0 3

7
.

3 8

士 0
.

0 3

7
.

37

士 0
.

0 4

7
.

3 9

士 0
.

0 2

期期

I 期 7

对照 10

3 讨论

我们对 33 例矽肺患者的动脉血气分析
,

发现矽肺

作者单位
:

( 1 6 3。。 1 ) 大庆市第一医院

患者 P
a o 。 、

as o :

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

差异有显著性
,

并随着矽肺病期的进展而逐步降低
,

aP o
:

的降低早于

S
a o : ,

这与文献报告是一致的
。

S a o :

矽肺患者较对照

组降低并有显著差异
,

但其 aS O
:

最低仍在 90 % 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