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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铬疮患者采用自身对照 , 设定铬疮灵软膏组 、

10%依地酸钙钠软膏组 (标准对照)、 羊毛脂软膏组 (空白对

照), 双盲法观察 , 结果表明铬疮灵软膏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治

疗铬疮的新型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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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疮是高价铬引起的皮肤溃疡 , 在铬作业人群中发病率

较高 , 临床常用还原剂和金属络合剂防治〔1, 2〕。本文以中西药

结合的方式 , 试图在铬疮的药物治疗方面有所突破。

1　对象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取同一作业环境 , 营养状况相似 , 无全身感染 , 无糖

尿病 、 皮肤病 、 药物过敏症 , 无吸毒史的年龄 19 ～ 50 岁的男

性铬疮患者 38 人为治疗对象。在同一治疗对象前臂和小腿

处 , 同时选取直径 5～ 10mm的铬疮 3 ～ 5个 (铬疮直径大小基

本上代表了铬疮严重程度), 这几个铬疮发病时间均不超过 3

天。38 名治疗对象合乎条件的铬疮总共 174 个。

1.2　药物与分组

设 3个药物治疗组 , A组为铬疮灵软膏组(含维生素 E 、紫

草 、大黄), B组为 10%依地酸钙钠软膏组(标准对照), C 组为

羊毛脂软膏组(空白对照)。采用自身对照分组的方法 , 将每一

治疗对象已选定的铬疮随机分配给 3 个药物治疗组。由于各

个治疗对象铬疮数目不等 , 并且考虑到给 A 组更多的例数 , 所

以 ,在具体分组时遵循以下原则:如果铬疮数为 3 个 , 则随机分

配给A、B、C 组各 1 个;如为 4 个 ,则随机分配时 , A 组 2 个 , B 、C

组各 1个;如为 5个 , 则 A、C 组各 2 个 , B 组 1 个。最后得到 , A

组 70例 , B组 38 例 , C 组 66例。

1.3　治疗方法

将每个铬疮经去脓去痂处理 , 生理盐水冲洗后 , 分别涂

上铬疮灵软膏 、 10%依地酸钙钠软膏 、 羊毛脂软膏 , 每日 1

次 , 治疗 12天 , 双盲法观察。

1.4　疗效判别标准 (见表 1)

2　结果

治疗后 3～ 4天开始见效 , 8～ 9 天痊愈 , 观察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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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疗效等级判别标准

疗效
铬疮直径

缩小程度

铬疮有无

变浅

肉芽有无

生长
红肿 脓液

痊愈　 完全平复

显效　 >2/ 3 + + - -

有效　 <2/ 3 + + - -

无效＊ <1/ 3 +或- +或- +或- +或-

　　注:+:有 , 　-:无。

＊:凡不符合痊愈 、 显效 、 有效条件者 , 一律判别为无效。

表 2　三组药物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痊愈率

A 70 19 7 21 23 67.1%■■ 27.1%■

B 38 12 1 12 13 65.8%■■ 31.6%■

C 66 8 4 9 45 31.8%　　 12.1%　

　　与 C组比较■P<0.05 , ■■P<0.01

　　由表 2得出 , A、B 组分别与 C组比较 , 总有效率差异有非

常显著意义 (P<0.01), 痊愈率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5),

表明铬疮灵软膏 、 10%依地酸钙钠软膏的疗效均高于羊毛脂

软膏。

A组与 B组比较 , 其总有效率和痊愈率差异均无显著意

义 , (χ2=0.02 , χ2=0.24), P 均>0.05 , 说明铬疮灵软

膏与 10%依地酸钙钠软膏有相同的疗效。

3　讨论

3.1　铬疮发病主要表现

(1)高价铬的强氧化性 , 损害受损皮肤的组织结构 , 导

致组织坏死。 (2)炎症反应 , 引起患者持续疼痛。 (3)继发

性感染 , 使铬疮久治不愈。临床常用的还原剂和金属络合剂

在抗强氧化性方面有肯定疗效〔1, 2〕。

3.2　铬疮灵软膏的治疗作用

3.2.1抗强氧化性　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和抗自由基剂 ,

它使停留在铬疮创面的高价铬还原成毒性较低的低价铬 , 阻

止高价铬的强氧化性继续造成损害;还能对抗高价铬所致的

脂质过氧化〔3〕 , 保护受损组织的细胞膜溶酶体膜 , 清除有害

的自由基。

3.2.2抗炎作用　紫草 、 大黄能削弱组织胺作用 , 降低毛细

血管通透性 , 改善脆性 , 收缩受损组织血管 , 减少创面体液

外渗 , 大黄还能增加血小板聚集 , 促进血液凝固〔4 , 5〕。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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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缓解炎症反应引起的疼痛〔6〕。

3.2.3抗感染　紫草 、 大黄都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4 , 5〕。 维

生素 E可改善机体免疫功能〔7〕 , 增加抵抗力。 以紫草为主的

制剂在治疗烧烫伤等皮肤损伤方面有良好的效果〔8〕。

铬疮灵软膏中的这 3 种成分 , 消除高价铬的强氧化性 ,

减轻炎症性反应 , 防治继发性感染 , 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本

研究尝试将中西药结合应用于铬疮的治疗 , 从效果看 , 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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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镉中毒 2例报告
Report of two cases with acute cadmium poisoning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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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株洲冶炼厂职工医院 , 湖南 株洲 412004)

　　摘要:报道两例因短时内吸入高浓度氧化镉烟雾而致急

性中毒病例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 治疗过程 , 并对其治疗原则

等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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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7年我科曾收治两例急性镉中毒患者,现报告如下。

1　病例介绍

【例 1】女 , 29 岁 , 电焊工 , 住院号 3855。 199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在含镉残留物的贮罐内 , 焊割操作约 6 小时;吸入

焊烟后 , 感胸闷不适 、 恶心 、 乏力 、 咳嗽 、 气促;次日咯血

痰数次 , 无泡沫。在我院门诊给予甘草合剂 、 抗感染等处置

后 , 症状无缓解 , 咳嗽气促加剧 , 遂于第 3 日急诊入院。 体

检:T38.5℃, P65 次/分 , R30 次/分 , BP15.5/9.5kPa。 唇不

发绀 , 咽稍充血;两肺语颤增强 , 双下肺呼吸音低 , 未闻及

 音。心率 65 次/分 , 律齐 , 无病理性杂音;腹平坦 , 肝 、

脾未扪及 , 双肾无叩痛。膝反射正常 , 病理征皆为阴性。 实

验室检查:白细胞 8.9×109/ L , 中性粒细胞 0.88。胸片:两

肺透亮度降低 、 纹理粗多模糊 , 左肺可见片状模糊阴影。 心

电图:ST-T下移。尿镉 12.8μg/ gCr。入院后 , 卧床休息 , 吸

氧 , 给予地塞米松 20mg静滴 , 使用青霉素 560 万单位 、 氨苄

青霉素 4.0静滴抗感染及能量合剂 、 镇咳祛痰等对症支持治

疗。入院第 3 天 , 胸片阴影开始吸收 , 胸闷 、 咳嗽减轻 , 但

白细胞升高达 13.2×109/ L , 中性粒细胞 0.84;第 10 天 , 血象

方下降 , 第13 天血象恢复正常 , 第 17 天 , 胸片阴影完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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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但两下肺纹理仍粗多;尿镉 7.8μg/ gCr。住院 47天 , 自觉

症状完全消失 , 病愈出院 。出院诊断:急性镉中毒;化学性

肺炎。出院后 , 分别于1 、 3 、 7 年3 次复查 , 尿镉仍高于5μg/

gCr , 胸片仍可见两下肺纹理粗多。

【例 2】男 , 48 岁 , 镉冶炼工 , 住院号 13086。于 1997 年 5 月

13 日从事镉冶炼操作时 , 吸入氧化镉烟雾 3小时而中毒。尿镉

18μg/gCr , 症状 、体征 、诊断 、治疗过程及效果基本同例 1。出院

后 6个月复查胸片:两肺纹理粗多;尿镉 26μg/gCr。

2　讨论

两例患者均因短时内吸入高浓度氧化镉烟雾而致急性中

毒。诊断的主要依据是明确的镉接触史 、临床上支气管肺炎表

现并得到 X 线胸片证实 , 尿镉亦见升高。目前 , 我国将尿镉

5μg/gCr作为生物接触限值 , 慢性镉中毒患者尿镉浓度应大于

5μg/gCr。但由于人体对镉的分布蓄积过程的影响 , 急性中毒患

者 ,尤其早期 ,尿镉可无明显增高 , 而血镉则较敏感 , 故急性中

毒血镉比尿镉更具诊断意义。两例病人虽尿镉均>5μg/gCr , 但

不能排除长期镉作业所引起的慢性镉蓄积的影响。

临床表现如发热、咳嗽 、咯血性痰、胸痛 、气促、发热 、肢体酸

痛, 肺部实变体征 ,病初出现干 、湿 音 , 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增

多, X线胸片片状或云雾状模糊阴影 , 均符合化学性支气管肺炎

表现 ,为急性镉化物吸入的典型临床表现。经适当治疗急性镉

中毒恢复较快, 但完全吸收则仍缓慢。随访发现 ,数年后仍可见

肺纹理粗多 ,这可能与镉致肺组织纤维化有关。

急性镉化合物吸入的治疗原则除尽快脱离污染环境 、吸

氧 、静卧休息外 , 短期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尤为重要 , 它可减

少炎症渗出 、延缓和减轻肺组织纤维化 , 防止肺水肿发生。

目前尚缺乏安全有效的驱镉药物 , 依地酸钙钠有一定驱

镉作用 , 但临床观察作用并不明显 , 且驱镉时增加肝 、 肾负

担。因此 , 对急性镉中毒患者应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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