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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各组发蛇含量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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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近年来
,
国内慢性铭中毒病例报道的诊断依据主

要为接触铭后的临床表现
。
生物样品中含铭 量 的水

平
,

仅以儿例正常人与患者发铭含量作 t检验来评价
,

而无正常上限水平为依据
,

本文经贵阳地区 12 2名健

康人群
、

铭污染地区正常人群及慢性佗中毒患者发铭

值 的检测分析后
,

’

贵阳地区健康人群组% %正常上限

水平为 1 2
,
50邓 / 1 0 09

。

铭污染地区的正常人群发铭含量在 5~ 75 产9/ 10 09

之间
,

X 二 34
.

叮
, s = 1 8

.

5 7a8 该组人群在体格检查

中未发现有慢性铭中毒体征及临床征状
,

但发铭含量

与不接触佗人群组比较
,

七二 1 7
.

2 4 0
,

P < 0
.

01
,

两组

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发铭呈负荷水平
。

慢性佗中毒患者组发铭值在 80 ~ 4 3 5
.

0 0产g / 10 09

之间
,

又二 此 3
.

62
, s 二 69 .2 81

。

该组人群经多 次 体

检
,

均有明显慢性铭中毒体征及临床症状 (除有不同

程度疲乏无力
、

食欲减退
、

头昏
、

头痛
、

多梦等神衰

症候群外
,

尚有视神经炎
、

视力明显降低
、

角膜反射

迟钝
、

脱发
、

皮肤蚁走感
、

尿蛇含量显著高于正常人

等 )
。

本组人群与污染区正常人群比较
,

,
=
24 .2 22,

P < 0
.

01
,

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本组测定结果

显示为发铭水平的超负荷状态
。

我灯所采用的乙基紫法
,

符合分析要求
,

所需设

备简单
,

操作技术易掌握
,

适宜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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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急性中毒两例报告
`

湖北省襄樊市职业病防治院 查仲湘 黎新平

1 98 8年12 月 14 日市某化工厂碳酸钡生产车间的 3

名工人于零点接班
。

半小时后
,

其中两名工人因夭冷

到脱硫罐 (成品碳酸钡在此脱硫 ) 上睡觉
,

另一人去

空压机房
。

6 时 30 分外出工人回车间
,

发现车间充满臭

蛋味
,

两名睡觉工人已从罐上掉到操作台上
,

呼唤不

应
,

立即将两人背出车间
,
送往某部队医院

,

因病情

严重死在途中
。

事故发生 1 0小时后进行现场调查
。

调查发现硫化

氢气体从脱硫罐冒出
,

车间通风不 良
。

模拟试验测得

车间空气中硫化氢浓度超过国家标准
.

(最高容许浓度

1 0 n lg /m 3 ) , 3次结果平均值 5 2
.

4m g / m
, 。

当时气温

1 5
.

4
o
e ,

气压 7 6 5 111 11刀H g
,

风速 o m /
s 。

尸检与病检结果

死者甲
,

男
,

48 岁 , 死者乙
,

男
,

35 岁
。

两人尸

检与病检结果大致相同
,

仅程度有异
。

尸体外表无外伤痕迹
;
双上眼睑缘见 1

.

sc m大小

长条形红色淤斑
,

睑结膜见弥漫型针尘至粟粒大小出

血点
,

球结膜高度水肿
,

瞳孔居中
,

直径了m m
:
鼻粘

膜高度充血水肿
,

咽部见斑块状淤血
。

取肺脏
、

心脏
、

肝脏
、

脾脏
、

肾脏组织作病检
,

发现肺组织肺泡内有

大量渗出物和炎性细胞浸润
;
肝组织肝细胞呈颗粒样

变性
,

其他脏器未见病理性改变
。

讨 论

高浓度硫化氢 ( 1 0 0 0叮唱 / m
3以上 ) 可抑制 呼 吸

中枢
,

产生急性呼吸衰竭而死亡
。

从本次模 拟 试 验

测得硫化氢浓度 5 2
.

连扣 g /m 3 ,

可以推测 中毒 时 浓

度比此浓度高
,

但从 3名工人接班后在车 间 呆 半 小

时无反应
,

又可推侧当时浓度不可能出现 电 击 式 死

亡
。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硫化氢麻痹嗅觉神经及休眠时

机体对外界刺激的防御反射能力减弱有关
。

这使得机

体能够长时间 (6 小时 ) 吸入较高浓度的硫化氢
,
导

致呼吸中枢抑制
、

肺水肿死亡
。

急性硫化氢中毒病检

一般可见肺部充血
、

水肿
,

肺抱内有渗出物 , 肝
、

脾
、

肾亦可见坏死
,

亦可见含铁血黄素颗粒
,

本报告两例肺

组织病检与此相符合
,

肝组织也见变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