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作用。HSPs对保护细胞内重要遗传物质 DNA具有

重要作用 , 在生物生长 、 发育和分化过程中也起重要

作用 , 它与体内许多重要生物活性物质有着密切的联

系 , 参与体内许多调节过程。更重要的是 HSPs作为

分子伴侣 , 可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 折叠 、 装配 、 运

输 , 还参与变性蛋白质的清除 , 这种重要功能可能与

热耐受 、 毒物耐受作用有关
[ 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正常新生鼠脑组织中也有一定量的 HSP70 合成 , 与

对照组相比 , 低 、 中剂量染锰组新生鼠脑组织中

HSP70含量有所增加 , 但差异无显著意义 , 高锰剂量

组则见增加。这些结果表明了 HSP70在新生大鼠的

正常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具有一定作用;锰对新生鼠

脑组织中 HSP70含量有一定诱导效应 。但在高剂量

组中 , 也有个别新生鼠脑组织中 HSP70 合成较低 ,

其高低与锰中毒的病理 、 临床 , 锰中毒的易感性及其

他生化变化的联系仍待进一步研究 。文献报道 , 锰可

通过胎盘进入子代中枢神经系统 , 染锰各组新生鼠脑

组织锰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 并有剂量依存关系
[ 9]
。

这表明亲代接触锰后 , 其子代脑组织内锰也可大量蓄

积 , 使机体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 从而可对胚胎及子代

的生长发育产生损害。由于 HSP 可作为一种筛选发

育毒物的生物标志[ 10] , 故本研究提出高剂量锰可能

是一种发育毒物 , 其作用和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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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吸入引起肺炎并发液气胸 1例的 X线观察

张振国　冯艳春

　　汽油所致吸入性肺炎 , 国内曾有报道 , 但并发液气胸的

病例并不多见。现将我院 1998年 4月 26日收治 1 例患者的胸

部 X线片的观察报告如下。

患者 , 男性 , 19岁 , 沈阳市某装卸运输公司司机。于入

院当日中午 , 用口吸导管从汽车油箱内往外吸油 , 因用力过

猛 , 将汽油吸入肺内和胃中 , 遂来我院就诊。患者自觉胸痛

明显 , 咳嗽加重 , 痰中带血 , 即由门诊收留住院观察治疗。 14

时许摄胸部正位像。片号:1065。摄片所见:右肺下野呈大片

状模糊阴影 , 左肺下野纹理增多。心脏及大血管形态大小未

见异常改变。诊断为吸入性肺炎。

1998年 4 月 27日 , 摄片同前片对比无明显改变。

1998年 4 月 29日 , 摄片同前二张对比 , 片状模糊阴影渐

小 , 炎症有所吸收。

1998年 5月 2 日摄片同前三张比较变化较大 , 可见右肺密

　　作者单位:110024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张振国), 辽宁省武警

总队医院 (冯艳春)

度明显增高 , 中外带无肺纹理 , 肺组织被压缩;左肺纹理增

粗 , 呈主动性充血现象。诊断为右肺吸入性肺炎合并气胸。

1998年5月9日摄片可见右侧出现胸腔积液,液面呈水平状,高

达第四前肋间,肺组织受压萎缩。诊断吸入性肺炎合并液气胸。

1998 年5 月 30 日摄片可见被压缩的肺组织恢复正常 , 双

侧肋膈角锐利 , 仅见右肺下野纹理增多。

讨论　吸入性肺炎是呼吸道吸入食物或其他物质所引起

肺部一种炎症性病变。 一般吸入物质进入呼吸道后 , 由于吸

入的物质刺激细支气管 , 随之发生肺间质和肺实质的异物组

织反应 , 以及支气管和支气管周围的炎症性改变。根据吸入

物质化学成分不同 , 有些可以迅速吸收 、 消散 , 有些则形成

肺内上皮细胞纤维变性及支气管扩张。 尤其是工业油脂类物

质所致的吸入性肺炎 , 对肺组织的损害较大 , 而且在短期内

病情变化较快。 X线检查是一种重要而可靠的手段 , 所以 , 放

射科医师应密切结合临床 , 观察各时期表现 , 为临床提供治

疗依据 , 使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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