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表明 , 在所有频率范围内 (0.5 ～ 16kHz),

从噪声暴露后 15 分钟到 1 , 2 , 3 , 4 , 7和 20天内 ,

左右耳均显示 10dB 以上的差异有显著意义 , 即用药

右耳的听力损失大大低于不用药的左耳 。更为有意义

的是在第 20天右耳的永久性阈移 (PTS)比左耳小 8

～ 13dB , 上述差别 0.5 ～ 8kHz 频段内 P <0.05。这表

明 R-PIA 对脉冲噪声的致聋危害有明显的预防和保护

作用 。

毛细胞缺失率检查结果也显示右耳外毛细胞和内

毛细胞的缺失率明显低于左耳 。这再次显示 R-PIA对

听觉系统在脉冲噪声环境下致病的预防作用 。

3　讨论

以往研究表明 , 在噪声污染情况下 , 耳蜗内会产

生大量活性氧化物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 ROS), 这

种活性氧化物进而导致毛细胞死亡〔3～ 5〕。与此同时 ,

听觉系统接触噪声时 , 耳蜗组织里的酶的含量也增

高 , 这些酶有缓解和清除活性氧化物的功能 。因此组

织中 ROS 的量是由新产生的 ROS的量和清除 ROS 的

防御功能所决定的〔6〕 。脉冲噪声对听觉系统的损伤 ,

除造成传统的代谢损伤外 , 同时产生机械损伤 , 两者

均导致大量的 ROS 产生 。当在噪声暴露前在耳蜗内

使用 R-PIA , 可大大加强酶的抗氧化能力和清除 ROS

的能力。同时使用 R-PIA 也促进听觉系统的微循环功

能 , 阻止谷氨酸盐的合成以及促进谷胱甘肽的生成 ,

减轻了噪声造成的毛细胞的破坏。

4　结论

在动物接触脉冲噪声前使用 R-PIA 药物可以通过

增强组织内酶的活动能力以清除由于噪声产生的过氧

化物 (ROS), 并通过改善听觉系统的微循环 、 阻止

谷氨酸盐的合成以及促进谷胱甘肽的生成而使毛细胞

得以保护 , 并减轻或消除听力损失 , 从而预防听觉系

统遭受脉冲噪声危害 。至于给药途径 、 剂量 、观察指

标等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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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

一起急性硫化氢中毒死亡事故调查

陆永振 , 孙国祥 , 沈云庆
(江苏省常熟市卫生防疫站　215500)

　　1998年 10月 1 日下午1 时许 , 江苏常熟某厂污水池 , 1 名

工人下池清扫中毒 , 2 名工人相继下池救人时 , 发生硫化氢中

毒 , 造成 3人死亡。

事故经过:10月 1 日下午 1 时 45 分 , 污水池中的污水已

经抽干 , 剩下的均为污泥。污水处理组的临时工徐某 (女 , 44

岁 , 无任何个人防护)自人工架设的铅合金梯下池清扫 , 约 5

分钟 , 见徐某趴伏于池底。 宋某 (男 , 49 岁)和周某 (男 ,

50 岁)相继下池救护 , 均昏倒在池内。随即有人拔打 110 报

警和向消防队求救 , 3 分钟后 110 民警赶到现场 , 因无防护 ,

　　收稿日期:1998-10-20;修回日期:1998-12-08

未能下池救人 , 随后消防队员赶到 , 在携带供氧式防护面具

后下池救人 , 急送市第二医院 , 3 人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现场调查:该厂主要生产由原丝经染丝后织造成码布

(为阻燃布)。全厂的生产性污水及生活性污水经污水处理设

备无害化处理后 , 经沉淀池逐步沉淀后再排放。 本次发生中

毒的沉淀池 , 深约 4 米 , 长宽均为 3米左右 , 池上方有约 1 米

见方的孔 , 且平时有盖盖好。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在抽干

污水后 , 经通风排气 , 佩戴供氧式防毒面具下池测定 , 测得

硫化氢浓度为15～ 20mg/m3 ,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10mg/m3);一

氧化碳浓度为 0.06mg/ m3 , 二氧化碳浓度为 0.08mg/m3 。

中毒原因与建议:现场经常熟市卫生防疫站监测 , 证实

有硫化氢存在且超标 , 从而推断中毒系硫化氢所致 , 违反安

全操作规程 , 是导致中毒的主要原因。 污水池清扫 , 按操作

规程 10 月 1日抽污水 、 再灌清水 、 再抽干 、 通风 , 第二天下

午才可下池清扫 , 而这次他们急于求成 , 当天就下池清扫 ,

严重违反了安全操作规程。 为防止中毒事故再次发生 , 建议

厂领导强化企业管理 , 以血的教训为戒 , 增加通风设施和个

人防护用品配备与应用 , 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

加强健康监护工作 , 增强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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