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 机体大量出汗或/和血容量的降低以及机体为散

热而舒张血管所致[ 9] 。而其回升可能为汗腺的疲劳和

血管紧张素Ⅱ的代偿性分泌增多以及与动物在濒死前

的挣扎等原因所致[ 10] 。由于NO是内皮细胞衍生的重

要舒张血管物质 , 具有扩张血管作用 , 且当过量合成

时具有细胞毒性 , 对机体造成不利影响[ 11] 。在1 h后

其浓度逐渐升高 , 导致机体内脏血管舒张 , 加上机体

正处于低血容量状态 , 而使机体迅速发生循环衰

竭[ 12] 。实验中高温创伤组动物出舱后 5 ～ 8 min即死

亡也说明了此点。由此可见 , MAP 的迅速下降和 NO

浓度的上升有一定关系。同时由于高温 、创伤后机体

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病理改变 , 故 MAP 的下降也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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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一起群体亚硝酸盐中毒事故报告

朱美芳1 , 朱崇法2

(1.浙江临海市卫生监督所 , 317000;2.临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317000)

　　今年初 , 我市发生一起群体亚硝酸盐中毒事件 , 有 21 人

中毒 , 现报告如下。

1　中毒经过

2002年 2 月 24 日下午 4:30 , 某公司炊事员误将放在贮

藏柜的白色颗粒物质 (亚硝酸盐)当作食盐用来调味炒菜。

4:50起有人出现恶心 、 呕吐 、 口唇发绀 、 头痛 、 头晕等症

状 , 即送医院治疗 , 至晚 21:10共有 21 人就诊。

2　临床资料

患者男 12例 , 女 9 例 , 年龄 18 ～ 43 岁。中毒潜伏期 20

min～ 3 h。有15 例出现发绀 、 恶心 、 头晕 、 头痛13例 , 呕吐 、

呼吸困难 、 抽搐昏迷各 4例。

事发后 , 采集现场剩余白色食用细颗粒 “盐” 及剩余饭

菜各 1 份 , 病人呕吐物 2 份 , 洗胃液 3 份 , 经检 验亚

收稿日期:2002-06-11;修回日期:2002-08-20

硝酸盐为强阳性。病人血中高铁血红蛋白含量均超过 10%。

确诊为亚硝酸盐中毒。

21 例患者均行催吐 、 洗胃 , 有 4 例住院治疗 , 给予吸氧 ,

使用亚甲兰 、 维生素 C、 速尿 、 强力宁 、 雷尼替丁等治疗;

重症患者亚甲兰 2 mg/kg+50%GS 40 ml+维生素 C静脉滴注 ,

轻症患者亚甲兰 1 mg/kg+10%GS 100 ml+维生素 C 静脉滴

注。10 h内恢复 , 无 1 例死亡。

3　小结

因亚硝酸盐其性状与食盐极其相似 , 易引起误用中毒。

本次中毒按 《食源性急性亚硝酸盐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WS/ T 86—1996), 结合有关急性职业中毒诊断标准 , 经专家

会诊 , 确诊重度中毒 4 例。本次中毒原因主要是管理不严 ,

炊事员用亚硝酸盐清洗地面后 , 将其混放在食堂内 , 致使误

食中毒。今后应引起高度重视 , 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25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2 年 10月第 15 卷第 5 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02 , Vol.15 No.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