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大 ,吸附效果好。血液灌流所需时间短 ,非特异性强 ,

虽属特殊复杂设备 , 但简便易行 , 可在病人床边进行 ,

适应于急性中毒的救治 , 因而进一步拓宽了血液灌流

在急性中毒抢救中的应用。本组 14例 , 其中 1例为杜

冷丁成瘾者 ,该患一次静脉注射杜冷丁 200g并口服安

定 100片 、氨酚待因 30片 , 昏迷 36小时来诊 ,来诊时

瞳孔 8mm , 呼吸、 心跳停止 , 经心肺复苏后 , 给予灌

流 2小时无任何改善。除此之外 ,其余均获成功 ,说明

早期应用血液灌流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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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7例临床分析

孙　红　张淑娟

　　 1993～ 1994年 , 沈阳市某鞋厂由于使用含纯苯的

粘胶剂 ,发生一起罕见、严重的苯中毒事件 ,发病人数

约 30人 ,我院共收治 7例慢性重度苯中毒所致再生障

碍性贫血患者 , 随访 2年 , 现总结报告如下。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1. 1　工作环境及工作量　该鞋厂系租用旧民房简单

改建而成 , 房间面积约 40m2 , 60名工人吃饭、 住宿均

在车间 , 每天工作 17～ 20小时 , 无任何防护设备及通

风设施 ; 室内有烘干箱 , 温度要求在 25°C以上。

1. 2　胶样挥发气体分析　将胶样密封容器小口打开 ,

用注射器探入密封容器内抽取 100ml气体 , 逐级稀释

104倍 ,然后进行样品分析 ,室温 16°C, 仪器采用 GC-

9A日本岛津气相色谱仪。辽宁省劳动保护检测中心站

检测 , 苯浓度为 2. 39× 105 /m3 ; 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

所理化室检测 , 苯浓度为 1. 84× 105 /m3。

2　临床资料

2. 1　一般情况　本组 7例 (男 6例 ,女 1例 ) ,年龄 30

～ 34岁 , 平均 31岁 ; 发病时间 2个月～ 1年 ; 工种均

为粘鞋工 ; 接苯工龄 4个月～ 2年。实验室检查见白细

胞 1. 5～ 3. 9× 109 /L , 平均 3. 0× 109 / L; 血红蛋白 60

～ 95g / L,平均 88g /L;红细胞 1. 31～ 2. 29× 1012 /L ,平

均 2. 7× 1012 /L; 血小板 14～ 50× 109 /L, 平均 32. 5×

109 /L; 淋巴细胞微核 0～ 5‰ , 平均 2. 6‰。骨髓检查

示 4例增生极度低下 , 3例增生低下。

2. 2　治疗经过　入院后经采用雄性激素 ,即丙酸睾丸

酮 25毫克每日一次肌注 ; 间断输血 ; 补肾中药等综合

治疗措施。 1～ 3个月后症状均明显改善 , 出血症状消

失 , 周围血象逐渐上升 ; 6个月时 , 2例血象基本恢复

正常 ; 1年时 5例患者痊愈出院 , 2例仍留院治疗。

2. 3　随访观察　 5例患者经一年的随访观察无不适

症状 , 血象正常无波动 ; 2例患者除白细胞、 血小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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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正常值外 , 余均恢复正常。

3　典型病例

李某 , 女 , 31岁 , 接苯工龄 4个月。主诉皮肤大

片瘀斑 , 齿龈渗血 20天。当时查体见: 意识清 , 左眼

眶、颈部皮肤紫癜 ,双下肢皮肤大片瘀斑 ,浅表淋巴结

无肿大。双肺呼吸音清 ; 肝、脾肋下未触及 ,全腹无压

痛及反跳痛。白细胞 3. 9× 109 /L ,红细胞 2. 98× 1012 /

L , 血红蛋白 95g / L, 血小板 14× 109 /L , 网织红细胞

0. 4%。骨髓检查: Ⅴ级 , 红、 粒系细胞增生抑制 , 全

片无巨核细胞 ,血小板减少 ,符合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诊

断。入院后予丙酸睾丸酮 50mg /d肌注 ,间断输入新鲜

全血及浓缩血小板。 1个月后出血症状停止 ,继续丙酸

睾丸酮肌注及补肾中药 , 3个月时血象逐渐上升。停丙

酸睾丸酮肌注 ,给康力龙 4mg每日口服。住院一年 ,出

院时痊愈。 随访一年 , 血象无波动。

4　讨论

本组病例接触时间短 ,发病急 ,病情危重 ,分析有

以下原因: 病人使用的粘鞋剂 , 经胶样挥发气体检测 ,

苯定量为 1. 84× 105 /m3 , 只含有极少量的甲苯。此外

工作环境恶劣 ,工人吃住均在车间 ,不具备任何通风设

备及个人防护措施 ; 40平方米的房间常规放置 2大桶

胶 , 室内放置一烤箱 , 温度在 25°C以上 , 有利于溶剂

蒸发。

本文 7例患者脱离接触后 ,经积极综合治疗 ,有 5

例在 3个月～ 1年左右的时间症状消失 , 血象恢复正

常 , 与文献报道 “苯中毒的患者经一段时间 (一至数

年 ) 治疗 , 血象可恢复正常” 相符。

本文 5例治愈后经随访 1年以上未见复发 ; 另外

2例血象也处于恢复之中 ,提示苯致再障预后较好。由

于随访的时间尚短 ,还需继续长期随访观察。近一时期

屡屡发生苯中毒事故 ,重度苯中毒的病例也明显增多 ,

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应该对各类企业加强监督管理 , 以

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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