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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琉基丁二酸在铅 中毒临床中的应用研究
汕头市职业病防治所( 5 15 4 0) 1林 场 庄 国泰

二琉基丁二酸胶囊( D M S A) 是目前 口服治疗铅
、

汞等重金属中毒的较新药物
。

我所于 1 9 9 3年至 1 9 9 5

年采用 D M S A对铅作业者进行驱铅试验及治疗
,

并与

依地酸二钠钙注射法进行了比较
,

现将临床观察结果

报告如下
。

对象

1 驱铅试验对象 选择港务局下属各修船厂及海

军某部造船厂长期从事修造船舶的油漆工
、

焊工
、

熔割

工
、

铁工等 154 名铅烟
、

铅尘接触工人为驱铅试验对

象
,

接铅工龄 2~ 31 年
,

年龄 19 ~ 58 岁
。

受试前职业

性健康检查表明受试者心脏
、

肺
、

肝
、

肾功能正常
,

尿

铅均在正常范围内 ( < 0
.

39 产m ol / L )
,

但 Z P P 超过我市

正常值上限 ( > 1
.

5 7拌m ol / )L
,

且多于通风不良的船舱

中工作
,

经卫生监测
,

作业环境的铅烟浓度为 0
.

02 ~

1
.

3l m g /m
, ,

有铅吸收或铅中毒的可能
。

1
.

2 排铅治疗对象 本市职业性慢性轻度铅中毒和

铅吸收患者共 61 例
,

其中铅中毒 33 例
,

铅吸收 28 例
;

年龄 22 ~ 55 岁
,

工龄 10 个月 ~ 30 年
。

2 方法

2
.

1 驱铅试验方法 将 1 54 名受试者按工种
、

工段
、

班组随机分配成 D M S A 驱铅试验 组 83 人
,

C a N a Z-

E D T A 驱铅试验组 71 人
。

所有受试者用药前测一次晨尿铅含量
,

作为其 自

然排铅值
。

D M S A 组受试者于驱试当天早
、

晚餐后各

服 D M S A 胶囊 。
.

59 (上海新亚制药厂生产 )
,

总量 1 9 ;

C
a N a Z一 E D T A 组受试者于 当晨用 2 0 % C

a N a Z一 E D T A

.0 59 和 2 %普鲁卡因 1m (I 皮试阴性者 ) 混合后作臀部

肌肉注射
。

两组受试者用药前先排尿
,

从用药时起留

2 4 小时尿
,

计算尿量并测定尿铅含量 (石墨炉原子吸

收光谱法 )
。

驱铅试验结果根据卫生部 1 9 8 9 年发布的 《职业性

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进行诊断
,

即驱铅试验尿铅值 <

1
.

4 5拜m
o l / L 为正常

,

) 1
.

4 5拌m o
l / L 而 < 3

.

5 6拌m o
l / L

为铅吸收
,

) 3
.

8 6拌m o l / L 或 4
.

8 2拌m o
l / 2 4 h 为铅中毒

。

2
.

2 排铅治疗方法 将 61 例慢性轻度铅中毒和铅吸

收患者随机分成高剂量给药组 30 例和低剂量给药组

3 1 例
。

治疗前后对两组病人逐人详细 询问各种 自觉定

状
,

按严重程度分别用
“
+ + +

、

+ +
、

+
、

士
、

一 ”

符号登记
,

统计时以一个
“
二

”

号为单位累计比较
;
治

疗前后还各查血常规
、

尿常规
、

肝功能
、

心电图
。

服药

前两组病人均测一次尿铅作为自然排铅值
。

服药方法
:

高剂量组每日 口服 D M SA I
.

59
,

分两

次服用
。

低剂量组每日 口服 1
.

鲍
,

分两次服用
。

两组

均连服三 日停药四 日为一疗程
。

一般服药 2一 3 个疗

程
,

个别病例依临床具体情况疗程数略有增减
。

各疗程

服药日两组患者均留 24 小时尿
,

测定尿铅含量
。

3 结果

3
.

1 驱铅试验结果

3
.

1门 驱铅试验过程 154 名受试者均未发生严重副

作用
,

其中 C a N a Z一 E D T A 组有 5 名受试者主诉注射部

位疼痛持续 24 小时以上
,

D M S A 组有 3 名受试者有

上腹部不适感
。

3
.

1
.

2 D M S A 组和 C a N a Z一 E D T A 组的驱铅效果非常

接近
,

D M S A 组试排后尿铅平均浓度增加 1 0
.

5 倍
,

24

小时排铅总量平均为 2
.

9 5拜m o l / 2 4 h
,

C
a N a Z一 E n T A 组

试排后尿铅平均浓度增加 8
.

2 倍
,

24 小时排铅总量平

均为 2
.

76 拜m ol / 2 4 h
。

经统计学处理
,

两组 24 小时驱铅

量无显著性差异 (尸> 0
.

0 5 )
。

3
.

1
.

3 根据驱铅试验标准进行诊断
,

D M S A 组检出

铅吸收 25 例
,

铅中毒 g 例
,

检出率分别为 30
.

1 %及

1 0
.

8%
;
而 C a N a Z一 E D T A 组检出铅吸收 20 例

,

铅中毒

7 例
,

检出率分别为 28
.

1 %及 9
.

86 %
,

两组无显著性

差异
。

3
.

2 排铅治疗结果

3
.

2
.

1 疗效观察 两组患者在 口服 D M S A 治疗期间

排铅量均明显增多
,

高剂量给药组最高排铅量均值相

当 于 自然排铅 均值 的 1 5
.

8 倍 (其 中最 高 1 例为

13
·

5拜m ol / 2 4 h
,

为治疗前的 19 倍 )
,

低剂量给药组最

高排铅量均值相当于 自然排铅均值的 15
.

1 倍 (其中最

高 1例为 2 5
.

2 3拜m o
l / 2 4 h

,

为治疗前的 2 5 倍 )
,

两组治

疗期间排铅量与治疗前 自然排铅量相比都有非常显著

性差异 ( P < 0
.

0 1 ) (见表 l )
。

两组服药者治疗时的排铅规律是
:

第一疗程排铅

量 > 第二疗程排铅量> 第三疗程排铅量 (见表 2 )
,

每

一疗程的第一用药 日排铅量最多
,

以后逐 日减少
。

高剂量给药组与低剂量给药组在治疗期间排铅总

量相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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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期间与治疗前排铅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均值

(拌m o l / 24 h )

治疗期间均值

(拌m o l / 2 4 h )

治疗期间与治疗前差值

(拜m o l / 2 4 h )

t
值 尸 值

高剂量组

低剂量组

0
.

3 8 5

0
.

37 8

2
.

0 4 3

1
.

8 7 4

l
。

6 5 8

1
.

4 9 5

3
.

0 2 2

2
.

9 0 2

( 0
.

0 1

< 0
.

0 1

3031

表 2 治疗期间各疗程日平均排铅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均值

(拜m o l / 2 4 h )

第一疗程均值

(拜m o l / 2 4h )

第二疗程均值

(拜m o l / 2 4h )

第三疗程均值

(拜m o l / 2 4 h )

高剂量组

低剂量组 ::
0

.

3 8 5

0
.

3 7 8

3
.

0 2 2

2
.

9 23

2
.

2 10

1
.

7 8 8

0
.

8 9 7

0
.

9 1 1

两个用药组的中毒患者在治疗前多在不同程度上

有 口 内金属味
、

头昏
、

头痛
、

失眠多梦
、

乏力
、

肌肉关

节酸痛
、

肢端发麻
、

食欲不振
、

腹胀
、

腹部隐痛
、

便秘

等症状
,

部分病人有口腔铅线
、
口腔炎

、

牙周炎等体征
。

经治疗两组患者上述临床症 状都有明显改善
,

其中尤

以 口 内金属味和腹部隐痛消失
,

头昏头痛
、

便秘改善及

口腔炎
、

牙周炎体征消失为显著
。

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

的症状好转率分别达到 90
.

6 %和 88
.

4 %
,

阳性体征消

失率分别达到 47
.

3% 和 50 %
,

两组之间改善程度相 比

较
,

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

3
.

2
.

2 副作用观察 口服 D M S A 进行排铅治疗过

程
,

仅少数病人反映轻微肌肉酸痛
;
高剂量组有 4 例胃

区轻微不适
,

但持续时间均较短
,

低剂量组 3 例胃区轻

微不适 , 1例出现轻微过敏反应 (皮疹 )
,

停药后皮疹

消失
。

服药前后检查血常规
、

尿常规
、

肝功能
、

B 超
、

心

电图等
,

未发现异常变化
。

4 讨论

C a N a Z 一
E D T A 是国内驱铅试验常规药物

,

但该药

口服不易吸收
,

并有明显的肠道反应
;

静注对血管有刺

激且排泄快致使驱铅效果不稳定
;
肌肉注射常引起剧

烈疼痛
,

有时尚可发生局部组织坏死
。

D M S A 胶囊对

铅
、

汞等重金属有高效促排作用
,

不 良反应很少
。

本文

采用 D M S A 进行驱铅试验见与 C
a N a Z一

E D T A 驱铅效

果
、

促排程度和在铅吸收
、

铅中毒检出率方面均无显著

性差异
,

因此采用 D M S A 替代 C
a N a Z一

E D T A 进行驱

铅试验是值得推广的
。

(收稿
: 1 9 9 6一 0 3一 0 1 修回

:
1 9 9 6一0 5一2 3 )

1 1 8 例施用磷化铝工人的临床和 X 线分析
单庆祝

`

李 芳
2

范连杰
3

杨汝景
’
成 岩

’
王庆标

,

磷化铝吸收水分生成磷化氢
。

磷化氢虽是一种比

较古老的毒物
,

但研究并不彻底
,

毒理资料为 40 年代

以前的资料
,

且对常见职业性接触行业未进行过系统

卫生学调查
。

为了探讨磷化铝施药工胸部 X 线改变的

特点
,

我们拍摄 了 118 例磷化铝施药工的胸部 X 线

片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一般资料

1
.

1 两处粮仓粮食熏蒸时按国家规定剂量投药
,

施药

员配戴防毒面罩施药
,

熏蒸 8 天后开仓通风
,

空间磷化

氢浓度为 149 ~ 0
.

Zm g / m
3 ,

达 35 天之久
。

其间施药员

在此环境中要清除残渣
,

检查灭虫效果
,

测定粮温
、

气

湿等
。

每处粮仓有库房 20 个以上
,

年施药 2一 3 次
,

施

药员年累计接触半年以上
。

农户熏蒸时间不集中
,

多在

春夏之交
、

夏季及秋季熏蒸
,

磷化氢浓度为 3
.

86 ~

0
.

Zm g /耐
。

由于磷化氢扩散
,

各户间相互影响
,

被调

查者年接触时间为 5~ 6 个月
。

1
.

2 对 137 名接触者进行内科检查
,

排除肺部疾患及

有粉尘接触史
、

家族有过敏史者
,

拍摄正位胸片 118

例
,

其中男性 n Z 例
,

女性 6 例
。

年龄 18 一 52 岁
,

平

均 3 .7 2 岁 ;工龄 1~ 33 年
,

平均 17
.

3 年
。

同时以年龄
、

性别
、

生活
、

劳动条件
、

吸烟
、

饮酒习惯基本相近
,

不

接触农药及粉尘的农场工人 110 例的胸片做对照
。

有

专人按国家通用诊断标准诊断
。

2 结果

2
.

1 受检者呼吸道症状及体征异常率仓库工及农 民

分别为
:

嗅觉减退 18
.

3%
,

2 2
.

4%
;

鼻腔干 8
.

3 %
,

1
.

山东省曲阜市卫生防疫站 (2 721 0 0)

2
.

山东省济宁市卫生防疫站

3
.

山东济宁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