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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二甲基甲酞胺中毒报告

广西钦州市卫生 防疫站 ( 5 3 5 0 0 0) 林 坚

广西钦州市中医院 林 森

某化工仓库去年在装卸二甲基甲酞胺 ( D M )F 作

业时发生一起 12 人急性中毒事故
,

现报道如下
。

1 中毒经过

1 9 9 3 年 5 月 19 日
,

本市某化工仓库一批 D M F

(俄罗斯产 ) 急需装运
,

遂雇用 12 名近郊民工装卸
。

作

业时库房除打开卷闸门外
,

其余窗户关闭
,

室 内无通风

排毒设施
;
作业者均无 口罩及手套

,

部分工人因天气炎

热赤膊作业
。

因部分盛罐破裂
,

致使 D M F 泄漏
,

污染

空气及地板
,

可闻到一种浓烈的鱼腥臭味 (当时空气浓

度未测 )
,

且有 8 人手足触染毒物
,

当 日下午及次日
,

12

名装卸工相继发生急性中毒入院治疗
。

2 一般资料

本组 12 名中毒者年龄 22 一 42 岁
,

平均 2 8
.

9 岁
,

平素健康
,

皆否认中毒前有接触其他化学毒物史
。

本次

接触时间 8 ~ 16 小时 (皮肤触毒 4一 8 小时 )
;
出现中毒

时间
:

呼吸道吸入者约 24 小时
,

皮肤 吸收中毒者约 6

小时 ; 中毒发生后均能及 时到 医院诊治
。

3 临床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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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表现

主要症状为头晕
、

头痛
、

恶心
、

呕吐
、

腹痛
、

食欲

不振
、

乏力等
,

以恶心
、

呕吐
、

腹痛等消化道症状最为

突出 ; 除部分患者有咽部及眼结膜充血外
,

其余体征 不

明显
。

皮肤触毒者尚感局部麻辣
、

灼痛
,

皮肤起皱
、

发

白
、

肿胀
,

部分可见脱皮
、

破溃等
,

压痛明显
。

3
.

2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
:

H b 1 1 5 ~ 1 4 5 9 / L
,

R B C 4
.

4 ~ 5
.

6 只 一。 , 2

/

L
,

WB C 3
.

6一 1 1
.

s x l o ,

/L
,

血小板 9 6 ~ 1 8 o x 1 0 9

/ L ;

W B C 增高
、

偏低各 1例
,

余均在正常范围
。

血液生化
:

均

作肝功能
、

H B
s
A g

、

C O
ZC P

、
B U N 及血清 C

a ’ +
、

N a +
、

K + 、

M g , + 、

lC
一 、

白蛋白
、

球蛋白
、

总胆固醇等测定
。

结果

示 2 例 T T T > 6U
,

5 例 A L T > 3 o U
,
9 例球蛋白> 30 9 /

I
J ,

9 例 C a Z +
> 2

.

7m m o
l / I

矛 ,

4 例 N a +
> 1 4 4m m o

l / L
,

1

例总胆固醇高于正常值近百倍 余均正常
。

均作 X 线胸片
、

心电图
、

B 超检查
。

有 3 例肺纹

理增粗
,

2 例窦缓 (1 例合并左室高压 )
,

1 例左束支传

导阻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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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疗与转归

本组病例 入院后分别给予保肝
、

支持疗法和对症

治疗
。

投用肝太乐
、

联苯双酷
、

维丙肝
、

肝安
、

维生素

C 等保肝 ; 用 A T P
、

辅酶 A
、

肌昔
、

氨基酸
、

维生素

B 6 等作支持疗法
;
对腹痛者肌注阿托品

、
6 5 4

一
2

、

维生

素 K 3 或口服颠茄合剂等 ; 皮肤触毒者除按上述处理

外
,

还及时彻底清洗皮肤
,

防止毒物继续吸收
,

并用皮

康霜等保护创面
。

经上述治疗处理后
,

12 例中毒者分

别住院 8 ~ 26 天
,

相继治愈出院
,

预后良好
。

4 讨论

D M F 是无色带鱼腥臭味的低毒类液体
,

可溶于水

和 一般有机溶剂
。

其毒作用主要是对人体皮肤枯膜有

刺激性
,

能引起肝
、

肾及 胃损害
。
D M F 可经呼吸道

、

皮

肤
、

消化道吸收
,

中毒往往因呼吸道吸入和皮肤吸收共

同引起
,

尤以皮肤吸收为主
。

本组 12 例中毒者是在无

防护设施
、

无防护用品下从事装卸作业而大量吸收 (吸

入 ) D M F 所致
。

本组病例的临床特点与有关文献报道

一致
,

以消化道表现突出
,

部分伴有肝
、

胃及心脏损害
,

皮肤触毒者局部皮损明显
。

治疗 D M F 中毒目前尚无

特效疗法
,

本组病例经脱离中毒现场
、

卧床休息及进行

保肝
、

对症
、

支持治疗而康复出院
,

预后满意
。

(本文调查蒙钦州市中 医院医务科赵汝森
,

病案室张好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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