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导阻滞吻合 , 符合因传导时间的改变引起心脏兴奋激动顺

序改变的心电生理。本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严格排除了器质

性心脏病病人 , 不存在因心脏病人严重心功能不全而出现

ADLⅢ类图形的可能。

本文观察组不正常 ADL图形中有 2 例的Ⅰ相面积相对增

大 , 其临床意义在于心肌收缩力增强 , 这 2 例的 ECG均有左

室高电压 , 兼有不同程度的心慌 、 心悸 、 耳鸣 、 失眠 、 间断

心动过速等症状 , 临床已排除甲亢及其他心脏疾病 , 最后诊

断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可表现为交感神

经兴奋性增强 , 由于交感神经末梢分泌儿茶酚胺类物质 , 使

心肌收缩力增强 , 因而 ADL的 Ⅰ相面积相对增大 , 而对照组

无一例Ⅰ相面积相对增大。

本文对两组人员均作常规十二导联 ECG , 发现一些非特

异性变化 , 这些变化在健康人中也时有发生 , 尤其是心率 、 T

波变化 、 偶发期前收缩 、 各波振幅变化等 , 都可受受检者体

型 、 体位 、 情绪 、 气温 、 饮食时间及其体温等多方面影响。

因此 , 有些作者把噪声作业工人出现上述 ECG 变化视为噪声

对其心血管的损害不够确切 , 可能受样本数量的限制 , 该问

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要求观察对象为常规心电图检查无缺血性 S-T、 T 波

改变者 , 应用 ADL观察心脏功能 , 在临床上虽然尚无很确切

的特异性 , 但是在职业医学中用以观察职业危害因素对心血

管功能的影响 , 与常规心电图相比较 , 具有灵敏度较高 、 可

以反映早期损害的优点 , 可作为探索职业危害因素对心血管

功能早期损害的另一项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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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煤气管道断裂致居民急性 CO中毒事故报告

辽宁省职业病院 (110005)　王　凡　李玉芹　孙素华

朝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徐洪有　王志学

沈阳橡胶机械厂卫生所　张玉梅

　　1999年 3 月9 日某市煤气公司埋于地下 1.7米深的煤气管

突然断裂 , 大量煤气 (以 CO 为主要成分)沿并行的下水管上

行至附近居民楼内 , 造成 14人急性 CO 中毒 , 其中 3 人死亡 、

4 人昏迷的重大事故。现报告如下。

1　事故经过

1999年 3 月 9日凌晨 4 时 , 该居民楼一楼王姓男主人发

现自家养的白猫行为异常 , 呕吐 、 呻吟。 遂发现妻子 、 女儿

已昏迷 、 抽搐 、 口吐白沫。因嗅到 “ 煤气” 味 , 怀疑是煤气

中毒 , 立即叫车将妻 、 女送至医院抢救 , 并紧急返回楼内通

知其他人。发现自家饭店的更夫和一名女服务员已死亡 (二

人均住在一楼)。二楼肖姓一家五口人中有两人 (母女俩)亦

已昏迷 、 抽搐。楼内另有 3 人出现程度不同的头痛 、 头晕 、

恶心 、 呕吐 、 无力等症状 , 先后送医院救治。

晨 8时许市煤气公司得知消息 , 立即赶赴现场。 将煤气

减压 、 查找事故原因的同时 , 逐一检查楼内住房 , 发现二楼

一 34岁独身女人坐在座便器上 , 已死亡。

2　治疗经过

送到市内各医院的 CO中毒者 , 均予吸氧 、 预防及消除脑

水肿 , 并给予糖皮质激素 、 脑细胞复能剂及脑细胞活化剂等

治疗。并于当日先后送到市煤气公司高压氧舱治疗。 4名昏迷

者在行第一次高压氧时 , 先后在氧舱内清醒 , 后行高压氧 60

次。另 7 名中毒者行高压氧治疗 10 ～ 15 次。 2 月后随访 , 全

部康复 , 无迟发性脑病及后遗症发生。

3　现场调查结果

当日市煤气公司会同市职防所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调查。

刨开冻土层向下挖掘 , 于 1.7 米深处发现煤气管断裂 , 断裂

处既非接头又无焊接点 , 断面整齐。

调查中还发现 CO中毒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特点 , 即下水道

盖均未盖上 , 而下水道盖完好的家庭无中毒者。因此分析 CO

是沿下水道上行至楼内的。

4　讨论

该次煤气管断裂造成居民急性 CO中毒和死亡的事件 , 虽

非人为的责任事故 , 但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却是惨重的 ,

煤气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

煤气管埋入地下不足 4 年 , 不存在年久失修问题。据分

析可能是煤气管本身的质量问题所为 , 事故的根本原因仍在

进一步调查中。

本次事故提醒人们 , 不应随意搬动或改动建筑物内的设

施 , 只因挪动了一个小小的下水道盖 , 就造成了大量 CO弥散

入室内 , 引起多人中毒和死亡。这血的教训实当汲取。

(收稿:1999-12-04;修回:20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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