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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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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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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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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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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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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 ;咽干 1 1
.

7 %
,
1 8

.

9% ; 胸 F习 3 3
.

3%
,

3 7
.

9 %
;

气短 25
.

0%
,

29
.

3 %
;
胸痛 3

.

3%
,

8
.

6%
;
咳嗽 28

.

3 %
,

3 2
.

7% ; 肺喘鸣音 5
.

0%
,

3
.

4%
;

鼻腔充血 25
.

0%
,

24
.

1% ; 咽部充血 50 %
,

48
.

2 %
。

两组异常率均分别

高于对照组
。

2
.

2 施药工胸部 X 线改变
:

仓库工 60 名 (异常者 37

名 )
,

农民 58 名 (异常者 36 名 )
,

按 X 线形态分别为
:

肺纹理多粗乱者 12 人
,

12 人
;
点网状影 14 人

,

6 人
,

点条状影 2人
,

2 人
;
间质性改变 6 人

,

n 人
;

斑点致

密影 3 人
,
5 人

。

110 例对照者
,

除 7 例肺纹理增多
、

增

粗外
,

无阳性发现
。

2
.

3 胸片异常与工龄的关系
:

工龄 10 年以下组受检

77 人
,

异常者 39 人
。

工龄 10 ~ 20 年组受检 36 人
,

异

常者 29 人
。

按 X 线形态两组分别为
:

肺纹理多粗乱者

2 2 人
,

2 人
;

点网状影 9 人
,

n 人
;
点条状影 1 人

,

3

人 ; 间质性改变 6 人
,
9 人 ; 斑点致密影 1 人

,

4 人
。

工

龄 20 ~ 30 年组受检 3 人
,

其中间质性改变 2 人
,

斑点

致密影 1 人
。

工龄 30 ~ 40 年组受检 2 人
,

均为斑点致

密影
。

3 讨论

3门 磷化氢为无色
、

具有不快臭味的气体
。

主要作用

于细胞酶
,

影响细胞代谢使其窒息
,

损害神经
、

心
、

肺
、

肾
。

调查结果表明接触者症状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咽部充血
,

胸闷
,

咳嗽
,

气短
,

鼻腔充血
,

嗅觉减退
,

咽干
,

鼻腔干等
,

与文献报道的症状相一致
。

3
.

2 一般讲来多数接触者的症状与 X 线表现相平

行
,

少数人因在短期内接触高浓度磷化氢有明显症状
,

而 X 线影像很少
,

相反有少数接触者症状轻微
,

而肺

内确有点
、

片状阴影
。

按 X 线形态分
:

肺纹理多
、

乱
、

粗者 24 例
,

占 20
.

3%
;
点网状影 20 例

,

占 1 6
.

9%
;
点

条状影 4 例
,

占 3
.

4% ; 间质性改变 17 例
,

占 14
.

4 %
;

斑点致密影 8 例
,

占 6
.

8 %
。

肺脏是机体与外界直接接

触的器官
,

也是静脉血回心必经之路
,

因此
,

易受外源

性毒物的毒害
。

我们尸 解在上述磷化氢浓度词养的 32

只家兔
,

分别于染毒 24
、

48
、

72 小时处死
,

有 25
.

。%

的家兔肺脏有局灶性或大片状出血
,

16
.

7 %的家兔弥

漫性肺水肿
。

肺部 X 线改变可能与磷化氢直接损害气

道柱状上皮
,

并使其敏感及毒作用引起的炎症
,

肺间质

和肺泡组织 浸润
、

肺水肿有关
。

故胸片表现周围性片状

或小结节状阴影
,

可散在
,

亦可融合
。

点网
、

点条
、

斑

点状阴影多见于两肺中部
,

单发时右侧多于左侧
,

可能

与右侧支气管粗
、

短而角度小的组织结构有关
。

间质性

改变分布的肺区较广泛
,

本文 X 线所见与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
。

鉴 于仓库工
、

农民
、

对照组吸烟状况相近
,

又

无粉尘接触史
,

而且肺纹理改变多在工龄小于 10 年

组
,

点
、

片
、

条状阴影多在高工龄组
,

因而说明较长时

间接触低浓度磷化氢可导致肺部间质性改变及点
、

片
、

条状阴影出现
。

3
.

3 1 18 例磷化氢接触者
,

有 73 例肺部 X 线有改变
,

异常率为 61
.

9 %
,

工龄 30 年以上者肺部异常率为

100 %
,

明显高 于工龄 10 一 20 年组的 80
.

5 % (尸 <

。
.

01 )
,

而工龄 10 一 20 年组异常率又 明显高于工龄小

于 10 年组 50
.

6% 的结果 (尸 < 0
.

01 )
。

说明磷化氢所致

的肺部 X 线改变 随工龄增加而增多
。

肺纹理改变

91
·

7% 的人在小于 10 年组
,

表明肺纹理改变多在接触

磷化氢的初期
·

随着工龄增加
,

肺部 X 线相继出现点

网
、

点条
、

斑点及间质性改变
,

说明肺病变程度与工龄

相平行
。

(本文承 蒙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乔赐彬研

究员审阅 ; 胸片有济宁医学院放射教研室成家玉副教授及济

宁市尘肺诊断组阅读
,

一并致谢 )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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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6一 0 5一 0 3 )

2 8 例沙漠尘肺的胸部 X 线和临床资料分析
甘肃省人 民医院 ( 7 3 0 0 0 0) 郭 茜 徐 秀珍 蔡曦光 郭湘云 成子福

沙漠尘肺是特殊自然环境中的风沙尘埃所致的疾

病
。

我们通过对甘肃省风沙地区居民肺组织改变的初

步研究
,

从 395 名居民中检出沙漠尘肺 28 例
,

现就
.

28

例患者的胸部 X 线和临床资料加 以分析报告如下
。

1 诊断标准

2 8 例患者无任何其他的粉尘接触史
,

均出生
、

生

活或工作在风沙地区
。

连续 3~ 4 年的 X 胸片参照国

家尘肺 X 线诊断标准
,

每份胸片经省诊断小组 3 名以

上成员复核而定诊
。

2 一般情况

2 8 例患者均系风沙地区的牧民和 基层干部
,

男 18

例
,

女 10 例 ; 年龄 43 ~ 76 岁
;
胸部 X 线征像与尘肺

诊断标准比较符合 I 期 18 例
,

符合 l 期 7 例
,

符合 l

期 3 例 ;年龄与尘肺 X 线征像检出仅在 40 岁以上的受

检者
,

其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

占 40 岁以上

年龄组的 20 %
,

但检出率及性别与尘肺 X 线征像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