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松治疗。所有病人用药 5 d 后头痛头晕 、 手足麻木 、 四肢无

力 、 恶心 、 呕吐等症状消失。 2 周后复查 , 血生化除 2 例 CK、

AST未降至正常 , 其余患者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心电图 4 例

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 7 ～ 14 d 消失 , 2 例窦速者 3 d 恢复正

常 , ST-T 改变者 2～ 3周恢复 , 11例窦缓者 2 周内恢复正常 , 2 例

仍为窦缓但无不适;胸部 X线改变者 5 ～ 10 d内消失。

3　讨论

磷化铝是一种高效杀虫剂 , 遇水遇酸迅速分解为易氧化 、

易燃 、 易爆的磷化氢 (AIP+4H2O※Al(OH)3+PH3)。空气中

磷化氢浓度 1.4 ～ 4.2 mg/m3 时人可闻到其气味 , 浓度达 10

mg/m3接触 6 h 即可出现中毒症状 , 如在浓度 409～ 846 mg/m3

环境中 0.5 ～ 1 h 即可死亡[ 1] 。磷化氢经呼吸道吸入体内 , 直

接进入体循环 , 经血液分布至脑 、 肝 、 肾 、 心等重要器官 , 1

h 后可遍布全身 , 出现多系统 、 多器官的功能损害 , 中枢神经

系统受损出现最早。本组 19例出现恶心呕吐 , 5 例 AST、 ALT

异常 , 这与磷化氢中毒造成胃肠道黏膜损害有关。心血管症

状为早期低血压心动过缓 , 常见心肌损害 , 心电图表现为 ST

下降 、 ST抬高 、 T波改变及 QRS 增宽 , 心律不齐和传导阻滞。

超声心动图显示 50%的病人在最初 1～ 4 d左心室和室间隔运

动减弱 , 心排出量减少 , CPK-MB 和 LDH 水平升高[ 1] 。本组

心动过缓者 13 例 , 低血压 4 例 , 心律不齐 2 例 , 多发室早 1

例 , ST-T改变 2 例 , 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 4 例 , CK 增高 16

例。呼吸道症状严重者可出现呼吸急促 , 发绀 , 两肺 音。

本组病人均有呼吸道症状 , 双肺纹理增粗增强 7 例 , 有小片

状模糊影 1例。

磷化氢中毒有一定的潜伏期 , 一般在 24 h 以内 , 偶有长

达2 ～ 3 d[ 2] , 故应及早撤离有毒环境。高压氧吸入对迅速纠

正细胞内代谢起重要作用。 NaHCO3 雾化吸入可中和磷化氢 ,

减轻磷化氢对呼吸道黏膜的腐蚀性。阿拓莫兰为还原型谷胱

甘肽 (GSH), 对于贫血 、 中毒 、 组织炎症造成的全身或局部

低氧血症患者可减轻组织损伤 , 促进修复。 果糖二磷酸钠能

减轻机体因缺血缺氧造成的损害 , 尤其是对心脏更具保护作

用。心先安是环磷腺苷葡胺注射液 , 能增加心肌收缩力 , 降

低心肌耗氧量 , 改善心肌细胞代谢及窦房结 P细胞功能。

磷化氢中毒无特效解毒药 , 死亡率较高。影响预后的重

要因素有暴露于有毒环境时间的长短 , 有毒气体的浓度 , 低

血压及是否存在肺 、 心 、 肾 、 脑的并发症。我们认为 , 迅速

撤离有毒环境 , 给予吸氧 、 营养心肌 、 保肝 、 护肾 、 促进代

谢等对症支持治疗极为重要;同时 , 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有毒

有害作业人员劳动卫生知识的宣传 , 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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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重度万灵中毒 1例报告
李文汇 , 吴毅平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 辽宁 沈阳　110041)

　　患者 , 男 , 16 岁。以突发昏迷 、 抽搐 、 大小便失禁半小
时就诊于神经内科。患者于半小时前 , 在网吧上网过程中突

然出现昏迷 、 抽搐 、 大小便失禁 、恶心 、呕吐 2 次(呕吐物不

祥),且摔倒在地。其他病史不详。入院时查体:T 36.2 ℃, P

140 次/min , R 28 次/min , BP 180/ 100 mmHg , 意识不清 , 皮肤

湿润 , 口腔少量白色分泌物 , 无异味 , 双瞳孔小 , 直径 1.0

mm , 对光反射消失 , 颈强 (+), 双肺呼吸音粗 , 无 音 ,

全腹软 , 四肢痉挛状 , 无肌颤。 5 min 后 , 患者在做头 CT 过

程中 , 突然出现呼吸困难 , 口吐大量白色泡沫 , 急请内科会

诊。内科查体:患者意识不清 , 呈惊厥状 , P 180 次/min , R

45次/min , BP 170/100 mmHg , 明显发绀 , 周身肌颤 , 多汗 ,

双瞳孔针尖样 , 双肺满布湿 音 , HR 180 次/ min , 律齐 , 全

腹软 , 四肢抽搐。 ECG:窦性心动过速 , ST-T 改变。头 CT:

未见异常。诊断:急性中毒原因待查 , 急性肺水肿。 立即予

吸痰 、 吸氧 , 保持呼吸道通畅 , 急检全血胆碱脂酶活力 , 予

阿托品 3 mg静脉注射 , 纳络酮 0.8 mg 静脉注射 , 速尿 20 mg

静脉注射 , 安定 10 mg 静脉注射。 3 min 后 , HR 150 次/min ,

再予阿托品 3 mg静脉注射。 5 min 后 , 口腔分泌物明显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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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厥缓解 , R 30 次/min , HR 130 次/min , 双肺湿 音明显减

少。立即脱去其所有衣服 , 发现患者衣兜内有万灵药袋 , 余

少许药粉。全血胆碱酯酶活力回报:15%。诊断:急性重度

万灵中毒 , 急性肺水肿。此后 , 每 1 h 予阿托品 1 mg 静脉注

射 , 使 HR在 110 ～ 120 次/min 之间 , 口干无分泌物 , 皮肤干

燥 , 双瞳孔在 3.0～ 4.0 mm 之间 , 3 h 后患者清醒 , 肺水肿消

失 , 其本人承认在入院前约 40 min 因生气口服万灵 , 药量不

详。入院后 10 h全血胆碱酯酶活力 50%, 改阿托品 1 mg , 4 h

一次 , 维持24 h 后复查全血胆碱酯酶活力 75%, 停用阿托品 ,

共用阿托品 20 mg 。1 周后查 ALT 80 U/ L, 尿蛋白++;半个

月后复查ALT、 尿常规均正常 , 痊愈出院。

讨论　万灵又称乙肟威 、 灭多虫和灭多威 , 是近年生产

使用的内吸性氨基甲酸酯类广谱杀虫剂。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可经呼吸道 、 皮肤和消化道吸收 , 其致毒的主要机制与有机

磷农药相似 , 主要抑制胆碱酯酶活性 , 使酶活性中心丝氨酸

的羟基被氨基甲酰化 , 因而失去对乙酰胆碱酶的水解能力。

该药物中毒与其他氨基甲酯酯杀虫剂中毒救治方法一致 ,

强调早期发现和早期处理 , 除清洗排毒外 , 根据病情用适量

的阿托品 , 不一定都要阿托品化 , 剂量明显少于有机磷中毒 ,

且用药持续 2～ 3 d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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