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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尼尔又称导生 , 为联苯-联苯醚混合物 , 属低毒性物质 ,

引起急性中毒较少见。 现将我院收治的 1 例急性二尼尔中毒

病例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 , 男 , 36 岁, 某化工厂司炉工人。2001 年8 月, 因车间

4楼 E2阀门突然进水 , 使导生压力由 0.24 MPa骤升至 0.62MPa ,

引起3 楼E10B安全阀起爆, 造成导生气体大量高浓度泄漏。患者

当时在距阀门 3 m 下风处检修 , 瞬间全身被气雾湿透, 吸入大量

导生蒸汽 , 当时感眼睛疼痛 、 流泪, 咽部烧灼感 、 咳嗽, 胸部疼

痛、 呼吸困难 , 头痛、 头晕 , 无意识障碍 、 无抽搐。当即送厂医

务室救治 , 用清水及肥皂水冲洗全身, 并急送当地医院救治 , 进

一步清洗全身。查体见头 、 颈及躯干皮肤呈浅Ⅱ度灼伤 , 心电图

呈窦性心动过缓、 偶发早搏。8月 10日转来我院治疗。患者中毒

前身体健康 , 无心肺病史。入院检查:T 37.2 ℃, P 64/ min , R

16/min , BP 130/80 mmHg;意识清 , 精神差 , 面 、 颈 、 前胸部呈浅

Ⅱ度灼伤;结膜轻度充血 , 无黄染;咽部充血明显 , 声音嘶哑,

颈无抵抗感;双肺呼吸音略粗 , 未闻及干湿 音;心脏听诊可闻

及早搏;肝脾肋下未及 、 肝区无叩痛;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 , 右

下肢腓侧感觉减退 , 膝反射正常 , Hoffmann 征及 Babinski征阴性。

辅助检查:白细胞 10.4×109/ L , 肝肾功能正常 , 心肌酶谱正常,

脑电图、 脑血流图正常 , 体感诱发电位右侧SEP:N13潜伏期延长

1.3 MS , 神经肌电图显示 SCV减慢, 波幅减低呈神经元性损伤。

住院后给予促进神经细胞代谢 、 保肝 、 保肾 、 营养心肌 、

改善微循环及对症治疗 , 2 d 后复查血常规 , 白细胞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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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院 3个月 , 仍有顽固性头痛 , 复查肌电图仍为神经元性

损伤 , 但程度较前减轻 , 其余症状体征均已消失 , 于 2002 年1

月 30 日自动出院。

2　讨论

二尼尔含联苯醚 73.5%, 联苯 26.5%, 在工业上主要用

作导热剂 、 有机热载体 , 也是高质量绝缘液的原料;还用作

增塑剂 、 防腐剂以及用于制造燃料 、 工程塑料和高能燃料 ,

属于低毒性物质。国内有急性中毒报道[ 1] , 慢性中毒少见。

联苯-联苯醚主要以皮肤接触或吸入引起中毒 , 急性中毒主要

表现为对眼睛 、 皮肤和呼吸道的刺激作用 , 能引发眼睛疼痛 、

红眼和流泪 、 皮肤疼痛 、 红肿甚至皮炎 , 大量吸入可引发咽

部烧灼感 、 咳嗽 、 胸部疼痛等;其中所含联苯对肝脏 、 神经

有损害作用 , 高浓度接触可引起中毒性肝病 、 中枢神经系统

损害甚至中毒性脑病。长期 、 反复地接触可引起慢性中毒 ,

主要表现为头疼 、 疲劳 、 恶心 、 消化不良 、 腹部疼痛 、 震颤 、

中枢和周围神经损害及肝脏损害等。另有报道长期低浓度接

触可引起作业工人肾脏功能损伤[ 2] 。

二尼尔中毒目前尚无特殊治疗 , 主要采用营养神经 、 保

肝 、 保肾及相应对症支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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