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理组织学检查显示 , 125 mg/kg组动物肝小叶 、 肝窦 、

肝板及肝细胞结构正常 , 但肝组织中查见肝细胞点 、 灶状坏

死。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体积增大明显浊肿 , 胞浆疏松或变

空 , 少数肝细胞明显变大近气球样变。 50和 25 mg/kg组未见

明显病理改变。

3　讨论

溴虫腈原药属低毒类农药 ,对家兔皮肤及眼均无刺激性, 豚

鼠致敏试验属弱致敏物。我们曾进行了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

微核实验 、小鼠睾丸初级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实验及Ames实验

均未见致突变作用。本实验以 25、50、125 mg/kg3个剂量组给大

鼠经口连续灌胃染毒 90d, 125 mg/kg剂量组动物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及白细胞总数升高 ,肝脏脏器系数增大 ,病理组织学检查显

示肝组织出现明显的形态学改变。 50 mg/kg剂量组动物 ALT升

高 ,而 25 mg/kg剂量组动物各项检测指标均未见异常。故我们

认为 ,溴虫腈原药大鼠经口最大无作用剂量为 25 mg/(kg· d)。

李小燕等 [ 3]报道采用单细胞凝胶电泳技术检测小鼠肝 、

脾细胞的拖尾率和 DNA迁移距离 , 结果显示溴虫腈能引起小

鼠肝 、 脾细胞 DNA的损伤 , 且肝细胞 DNA的损伤更为严重。

张青碧等 [ 4]报道溴虫腈对小鼠肝 、 脾 、 肾细胞彗星实验敏感

性的研究结果 , 该文以匀浆法分离 3种器官的单个细胞 , 然

后用悬浮染毒法 , 分别以过氧化氢 (H
2
O

2
)和重铬酸钾

(K2Cr2O7)染毒离体细胞 , 结果肝细胞最敏感 , 这与本次实

验结果一致 , 说明溴虫腈对肝脏具有一定的损伤作用。

参考文献:

[ 1] 徐尚成 , 蒋木庚.溴虫腈的研究与开发进展 [ J] .农药 , 2003,

42 (2): 5-8.

[ 2] 徐尚成 , 蒋木庚.吡咯类农药活性化合物的研究进展 [ J] .农药

学学报 , 2002, 4 (2):1-13.

[ 3] 李小燕 , 陈贤均.溴虫腈对小鼠脾细胞和干细胞 DNA损伤作用

[ J] .中国公共卫生 , 2004, 20 (3): 320-322.

[ 4] 张青碧 , 衡正昌.对几种原代细胞彗星试验敏感性的探讨 [ 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2003, 6 (5):274-276.

　　收稿日期:2007-09-28;修回日期:2008-03-30

急进型矽肺 1例报告
Acaseofrapidprogressivesilicosis

武秀利

(泰安市职业病医院 , 山东 泰安　271000)

　　近几年来 , 在一些乡镇企业 , 急进型矽肺患者有逐年递

增的趋势 , 已严重危害农民工的健康。 现将我院收治的 1例

报告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 , 41岁 , 于 1998年 6月 ～ 2000年 8月在本村个体

石英矿从事开采工作 , 任风钻手 、 放炮员 , 戴防尘口罩 , 每 8

～ 10 d换一次滤膜 , 井下无通风防尘设施 , 非湿式作业 , 每

天工作 4 ～ 6 h。因胸闷 、 气短 、 憋气 、 咳嗽 1年余 , 加重 20

余天 , 以 “Ⅰ期矽肺并感染” 于 2001年 7月 27日入我院治

疗。曾于 2000年 11月在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 Ⅰ期矽

肺。既往身体健康 , 无呼吸系统病史。

入院检查:T36.6℃, P96次 /min, R30 次 /min, BP110/

90 mmHg。 意识清 , 半卧位 , 查体合作。全身多汗 、 消瘦 ,

呼吸急促 , 呈憋喘貌。口唇轻度发绀 , 三凹征 (+), 气管居

中 , 无颈静脉怒张;双肺上部呼吸音粗 , 下肺呼吸音低 , 无

干湿性啰音:心率 96次 /min, 律齐 , 无病理性杂音 , 腹软 ,

肝脾未及 , 余无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血常规 WBC8.2 ×

109 /L, W-SCR 0.195, W-LCR 0.805, RBC 5.18 ×1012 /L,

Hb157g/L;X线示肺纹理增多 、 紊乱 、 模糊 , 肺野透光度降

低 , 肺内示点状阴影 , 右下肺动脉干增粗 , 肺动脉段膨隆。

胸部正位片示两肺野各肺区弥漫分布小结节状阴影 , 正常肺

纹理基本消失 , 两上肺野可见融合趋势 , 两膈均见小幕状粘

连 , 心影边缘毛糙 , 与肺野弥漫小阴影重叠 , 失去正常清晰

锐利的边缘 , 右下肺动脉明显增宽。符合 Ⅱ +期矽肺改变。心

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 , 余未见异常。

入院后给予持续低流量吸氧 , 予矽肺宁 , 用先锋霉素 、头孢

噻肟钠 、氧氟沙星 、甲硝唑等抗感染治疗 ,同时给予激素 ,并行止

咳及其他对症处理 , 病情无明显好转 ,呼吸困难进一步加重 , 于

2001年 8月 20日因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

该病人所从事的石英矿 (主要含游离二氧化硅)开采 ,

属村办个体经营 , 自述工作环境粉尘浓度很高 , 但未能进行

粉尘浓度监测。从事该工作之前 , 身体状况良好 , 但未进行

上岗前查体。同工种共 10余人 , 有 5人诊断为矽肺 , 发病工

龄 1 ～ 4年不等。

2　讨论

该病人接触矽尘仅 26个月 , 但由于矽尘浓度高 , 短期内

即发病 , 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 , X线胸片提示为 Ⅱ +期矽肺 ,

经过其他相关检查 , 排除了肺结核 、 肺癌等疾病 , 诊断急进

型矽肺成立 。病人接触矽尘工龄短 , 病情进展 、 死亡之快 ,

实属罕见。

为了预防急进型矽肺的发生 , 对接尘接害人员 , 上岗前

必须进行岗前查体 , 并进行岗前培训。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督

力度 , 坚决取缔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厂矿 , 真正保护产业工人

的身体健康。 对现有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 ,

并进行长期健康监护。

急进型矽肺不但给家庭带来痛苦 , 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 ,

还可影响到整个社会形象。呼吁政府有关部门 , 真正关注农

民工的生存问题 , 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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