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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酰胺 (Acetamide)是有机氟 (包括氟乙酰胺 、 氟乙酸

钠 、 甘氟等)中毒急救的特效解毒剂[ 1] 。其解毒的机理是竞

争性地阻止有机氟转化为氟乙酸 , 从而阻断 “致死合成” 。 因

此 , 氟乙酰胺中毒的急救原则是迅速足量地给予乙酰胺[ 2] 。

在中毒急救过程中 , 一些患者往往有心肌酶升高现象 , 因此 ,

心肌酶升高的原因是有机氟还是乙酰胺的毒性 , 成为临床用

药必须解决的问题。鉴于文献上未见乙酰胺对心肌毒性的资

料 , 我们进行了以下实验。

1　材料和方法

1.1　受试物

乙酰胺 , 注射剂 , 2.5g/5ml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产品 , 批号:970521。

1.2　动物

SD 大鼠 , 广东省卫生厅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体重 180 ～

220 克。共 30 只 , 随机分成 5 组 , 每组 6只 , 雌雄各半。

1.3　剂量与染毒

乙酰胺设 4 个剂量组 , 另设空白对照组。 低剂量组

300mg/kg (每日量 , 按临床最高用药量), 中剂量组 3

000mg/ kg , 高剂量组 7 500mg/kg , 最高剂量组 15 000mg/kg。

空白对照组为生理盐水。

低剂量组肌肉注射 , 其余各组因用药量大改为腹腔注射 ,

每天将剂量分 2 次染毒 , 连续 5 天。

1.4　观察指标

染毒后观察动物中毒症状和死亡情况 , 并分别于染毒后

第2 天眼眶采血 , 第 7 天股动脉采血进行心肌酶测定。血样

经处理后 , 用岛津 CL-8000型自动临床生化分析仪测定心肌天

冬氨酸转氨酶 (AST), 乳酸脱氢酶 (LDH), 磷酸肌酸激酶

(CK), 肌酸激酶同功酶 (CK-MB), 羟丁酸脱氢酶 (HBDH)。

2　结果

2.1　乙酰胺的毒性

15 000mg/ kg组注射后即出现四肢无力 、 少动 、 萎靡等症

状, 全部动物于 16小时内死亡。 7 500mg/ kg 组注射后 10 ～ 20

分钟活动减少 , 12 小时恢复正常。其余各组未见中毒表现。

2.2　乙酰胺对心肌乳酸脱氢酶等 5种酶的影响

染毒后第 2 天和第 7 天测定心肌的 5 种酶的活性。

7 500mg/ kg 组第 2 天的 AST 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升高 (P <

0.05), 其他各酶各组与对照组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详细结果见表 1 、 2。

表 1　注射乙酰胺 24小时后大鼠心肌 5种酶的变化 (x±s) IU/ L

　组别

(mg/kg)

动物数

(只)
　　AST LDH CK CK-MB HBDH

对照组 (水) 6 206.83±75.89 1 622.33±994.09 3 561.98±4 446.64 6 261.15±7 201.23 789.67±449.76

低剂量组 (300) 6 224.33±66.04 1 387.00±304.95 1 687.85±738.05 3 128.71±1 214.75 489.00±129.16

中剂量组 (3 000) 6 192.83±9.81 1 051.83±296.06 　946.05±253.19 1 902.72±519.36 423.83±94.90

高剂量组 (7 500) 6 398.83±150.92＊ 1 421.50±708.87 1 244.08±558.19 2 466.65±1 092.71 530.00±263.22

　　＊与对照组比 , P<0.05。

表 2　注射乙酰胺 7天后大鼠心肌 5种酶的变化 (x±s) IU/ L

组别

(mg/ kg)

动物数

(只)
AST LDH CK CK-MB HBDH

对照组 (水) 6 242.83±61.95 2 290.33±873.58 7 723.37±4 819.82 10 890.92±6 479.38 1 200.50±618.04

低剂量组 (300) 6 312.83±92.70 2 051.33±322.01 9 223.17±5 986.26 12 320.85±7 788.34 990.50±222.01

中剂量组 (3 000) 6 235.17±18.78 1 731.67±446.66 5 980.41±1 925.03 8 219.58±2 253.04 854.00±179.99

高剂量组 (7 500) 6 354.17±77.31 1 385.17±367.05 3 216.85±2 387.64 4 455.45±3 022.08 633.50±153.41

　　注:各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 , P 均>0.05。

3　讨论

有机氟是高效剧毒内吸性农药 , 又是杀鼠药 , 对人 、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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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剧毒 , 在我国已禁用于灭鼠 , 但市场上还有少量有机氟灭

鼠药出售[ 3] , 近年来 , 由其引起的中毒病例时有发生[ 4] 。有

机氟进入体内后 , 分解成为氟乙酸 , 与线粒体的辅酶 A结合,

生成氟乙酰辅酶 A , 再与草酰乙酸缩合成氟柠檬酸 , 从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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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酸酶 , 阻止三羧酸循环中柠檬酸的氧化, 造成机体代谢障

碍, 形成 “致死合成” [ 2] 。乙酰胺是有机氟急性中毒的特殊解

毒剂 , 其解毒机理是释放活性的乙酸 , 与毒性大的氟乙酸竞

争, 形成多量的乙酰辅酶 A , 防止生成氟乙酰辅酶 A , 这类药

物要尽早足量使用 , 才能防止氟柠檬酸的形成 , 阻止致死合

成[ 2] 。本试验结果表明 , 乙酰胺的毒性很小。 7 500mg/kg 组

(临床用药量的25倍)染毒后24 小时AST 一过性升高 , 7 天后

恢复正常;而 LDH 、 CK、 CK-MB 和HBDH 等 4种酶并不升高。

由于肝脏功能也与 AST 有关 , 本试验 7 500mg/ kg 组 AST 的一

过性升高可能与高剂量乙酰胺对肝脏的一过性损害有关。而 3

000mg/kg 组给药量是临床用药的 10 倍 , 心肌 5 种酶均没有升

高。结果还发现高 、 中 、 低 3 个剂量组自身前后对照心肌 5 种

酶都没有升高。根据本次试验结果可以认为, 在临床用药剂量

范围内 , 乙酰胺不会引起心肌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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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硝基甲苯白内障中心视野观察

杨雪萍　权志昌　阎文银　王延琦

　　三硝基甲苯 (TNT)广泛应用于国防工业及筑路 、 矿业

开采等领域。 长期接触 TNT 对人体有害 , 早已被人们所公

认 , 但其所引起的视野改变 , 近 10 年来才引起重视。为了探

讨 TNT 对作业工人视野的影响 , 我们对 4 家生产和使用

TNT工厂的接触工人进行了中心视野检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生产和使用 TNT 的作业工人 200 名为观察对象 , 男

165 人 , 女 35 人 , 年龄 18～ 64 岁 , 平均 43.6 岁。选择不接

触 TNT 人员50 名为对照组。 200名观察对象经检查排除其他

眼病 , 并按确诊的晶状体正常 、 观察对象 、 Ⅰ期 、 Ⅱ期 、 Ⅲ

期分成 5组 , 各组为 40 例。检查内容包括视力 、 屈光状态 、

眼底 、 眼压 、 中心视野。

1.2　方法

视力:用带光源的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 眼底检查:常

规眼底检查 , 以排除其他影响视野改变的眼病。眼压:对每

位受检者均用指压法初测眼压 , 对怀疑眼压高者予以剔除。

中心视野: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TBC-Ⅰ 型视野分析仪检查 , 结

果由微机自动打印。数据统计及处理:所有数据均由电子计

算机编程序进行统计和分析。

2　结果

2.1　视力 、 屈光状态 、 眼底经检查接触组与对照组相比较 ,

结果差异无显著意义。

2.2　中心视野检测结果见表 1～ 6。

表 1　右眼 TBC 视野各偏心度及灰度平均值

例
数

2～ 30偏心度平均值

2度 5度 10度 15度 22度 30度

1～ 5级灰度平均值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对 照 组 50 2.24 1.68 2.42 3.84 5.32 6.94 9.60 4.96 2.16 1.12 4.60

晶体正常 40 2.88 4.10 5.55 6.58 10.40 13.28 12.75 6.40 4.65 3.60 14.62

观察对象 40 4.30 3.88 5.85 7.88 12.15 14.45 21.82 9.70 5.55 3.20 8.25

Ⅰ 　　期 40 6.35 7.28 8.65 9.72 12.32 17.77 26.45 14.25 8.55 5.10 7.75

Ⅱ　　期 40 5.60 4.92 7.15 11.43 19.70 26.82 18.93 13.40 8.32 7.10 27.88

Ⅲ　　期 40 7.38 10.12 14.55 24.57 32.70 41.60 30.68 23.70 15.07 10.6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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