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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总结 1996 ～ 2005 年期间在我国医药卫生学术

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三氯乙烯 (TCE)健康危害研究的 172 篇学

术论文 , 从基础研究 、 临床研究和现场调查研究等三方面回

顾我国近 10年 TCE 职业危害的研究情况 , 为今后的 TCE研究

及防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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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 lene , TCE)为不饱和卤代脂肪烃类

化合物 , 是一种无色 、 易挥发 、 难溶于水的合成工业有机溶

剂 , 常用于电镀或油漆喷涂前五金工件的去污 、 不锈钢制品

的清洁剂 、 印刷电路板清洗 、 电子元件制造 、 皮革制造 、 衣

物干洗 、 斑点去污 、 配制地毡除垢剂 、 杀虫剂 、 有机合成 、

印刷油墨 、 黏胶制造 、 化妆品制造 、 冰箱制冷剂 、 有机溶剂

和配制打字机改正液和书写用的改正液等。 TCE 的接触主要

为职业性暴露 , 制造 、 贮存和使用 TCE 均可有机会接触 , 尤

以电镀 、 五金 、 不锈钢制品和电子工业工人为甚。由于长期

以来认为此物质属于低毒类化学物 , 在使用和生产的过程中

没有对其毒性引起应有的重视 , 自 1994 年国内首次报道 TCE

中毒并导致药疹样职业性皮炎以来 , 已在我国发生了近百起

TCE 引起健康损害的案例 , 本文根据近 10 年我国 TCE 健康危

害研究的有关文献 , 总结此文。

1　研究概况

查阅 1996年 1 月～ 2005 年12月期间在我国医药卫生学术

期刊中发表的有关 TCE 健康危害研究的学术论文 , 共 172 篇 ,

论文情况见表 1。

2　基础研究

由表 1可见 , 我国近 10 年对 TCE健康危害做了大量的基

础研究 , 内容主要集中在 TCE 的毒性机制和损害指标的实验

室检测等方面。前者主要包括 TCE 在不同动物种属体内及体

外组织 、 细胞产生的各种健康效应 , 如肝毒作用机制 、 DNA

损伤机制 、 接触性过敏反应机制等;也有一些通过体外细胞 ,

如人体外周血有核细胞 、 豚鼠脾淋巴细胞等研究 TCE 诱导的

过敏性皮炎的免疫学机制和 DNA 损伤机制;还有一些关于

TCE 与其他化学物质的联合毒作用及某些物质 (维生素 E、 银

杏叶提取物 、 牛黄等)对 TCE 毒性的拮抗作用研究等。后者

主要是指在实验室通过体内或体外实验 , 探讨 TCE 中毒后引

起某些实验室生化指标 、 遗传指标 、 生物标志物及 TCE 体内

代谢产物等指标的变化情况 , 以及实验室检测工作场所 TCE

的方法研究等。主要研究内容见表 2。

表 1　1996～ 2005年我国医药卫生学术期刊

发表的有关 TCE健康危害研究论文 篇

发表时间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现场调查研究 合计

1996 4 4 — 8

1997 3 3 — 6

1998 1 3 3 7

1999 1 6 3 10

2000 4 6 1 11

2001 9 4 2 15

2002 10 10 10 30

2003 6 8 3 17

2004 12 14 1 27

2005 25 11 5 41

合计 75(43.60%) 69(40.12%) 28(16.28%) 172

表 2　近10年对 TCE 健康危害的基础研究 篇

机制研究　　 论文数　 实验室检测研究 论文数

TCE损伤动物模型 13 工作场所TCE检测方法 7

TCE诱导过敏性皮

炎的免疫学机制
15 遗传生物指标 5

毒性机制 10 免疫损伤指标 3

遗传毒理 8 脂质过氧化指标 2

联合毒性 3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 2

毒作用拮抗剂 3 血液指标 3

合计 52 23

3　临床研究

TCE 中毒及由其引起的药疹样皮炎 , 临床表现有很大的

差异 , 其中急性中毒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 , 表现为头痛 、 头

昏 、 乏力 、 颜面潮红 、 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 不同程度意

识障碍 、 脑神经损害以及肝 、 肾损害等。而由其引起的药疹

样皮炎主要表现为皮肤 、 黏膜炎性反应和肝肾为主的内脏损

害。从表 3 可知 , 近 10 年来 , 我国对 TCE 健康危害的临床研

究主要包括中毒和药疹样皮炎的病例报道 、 病例分析 、 临床

治疗 、 临床疗效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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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10 年对 TCE健康危害的临床研究 篇

论文形式 论文数 中毒类型 论文数

病例报道 16 急性中毒 12

病例分析 23 慢性中毒 4

临床观察 25 药疹样皮炎 53

疗效评价 5

合计 69 69

4　现场调查研究

近10 年来 , 对 TCE 健康危害的现场调查研究主要围绕

TCE 引起的职业中毒事故 , 特别是一些死亡事故的调查 , 其

中多数的 TCE 中毒事故与药疹样皮炎有关。见表 4。

表 4　近10 年对 TCE健康危害的现场调查研究 篇

内容　　　　　　　　　 论文数

死亡事故调查 3

中毒事故调查 8

与药疹样皮炎有关的 TCE中毒调查 11

工作场所 TCE污染状况调查 4

合计 26

5　讨论

三氯乙烯属低毒类化学物 , 大鼠口服 LD50为 4.92 g/kg。

除工业用途外 , 在医学上曾用作麻醉剂 、 驱虫剂和人工流产

剂等。最早的 TCE 中毒病例报道在 1915 年 , 主要是肝脏损

害 , 也有中枢和末梢神经系统 、 心脏 、 皮肤等损害。 上世纪

40 年代开始发现 TCE可致重症多形红斑等严重皮肤损害 , 但

十分罕见 , 国外只报道了 18例。 80 年代末期以来 , 在我国南

部沿海地区一些企业接触 TCE工人中发现以严重皮损 (药疹

样皮炎)、 发热 、 肝功能损害和浅表淋巴结肿大为表现的病

例 , 并出现死亡病例[ 1] 。

由于 TCE 对职业暴露人群健康损害的特殊性 , 我国职业

卫生专家对它的危害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李刚等
[ 2]
通过对

某市近 10年所发生的 18 起 TCE所致职业性损害的调查分析 ,

显示TCE 所致损害主要表现为药疹样皮炎 , 其皮疹主要为剥

脱性皮炎 , 并伴有肝脏功能损害 , 发病的平均时间为 30.7 d。

夏丽华等[ 3]对 90 年代末期在某职防院住院治疗的 50 例 TCE

所致药疹样皮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 发现患者发病与

TCE暴露浓度并不平行 , 无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 呼吸道或

皮肤接触均可发病 , 潜伏期 5 ～ 66 d , 平均潜伏期 31.5 d。 临

床表现以皮肤损害 、 发热 、 浅表淋巴结肿大和肝功能损害为

主 , 感染为主要并发症 , 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 , 其中药疹样

皮炎以剥脱性皮炎 、 多形红斑为主。武南等[ 4] 对 TCE 中毒的

死亡病例进行分析 , 发现死亡患者有皮肤红斑 、 皮疹 、 巩膜

黄染 、 发热等症状 , 肝功能明显异常 , 肝肿大 , 最后昏迷 ,

呼吸 、 心跳停止死亡。认为严重 TCE 中毒可致皮肤和肝脏严

重受损 , 病情进展迅速 , 治疗不及时可导致死亡。上世纪 90

年代初 , 这类病例的病死率在 50%以上 , 多因药物使用不当 ,

特别是激素使用不当 , 使病程迁延 , 合并感染等症而死亡[ 1] 。

因此 , 早期 、 适量 、 足程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 加强皮肤护

理 , 积极护肝及防治感染 , 是提高 TCE 所致药疹样皮炎患者

生存率的关键。

有人用 TCE 反复免疫豚鼠 , 可诱导豚鼠皮肤出现红斑水

肿等过敏反应 , 证明 TCE 属强致敏物 , 但其诱导过敏性皮炎

的机制尚不清楚 , 可能与 TCE 激活免疫细胞导致细胞增殖活

化有关[ 5] 。有研究认为 N-乙酰基转移酶 (NAT2)基因的变异

可能是导致TCE 药疹样皮炎个体易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 , 其

具有NAT2 慢代谢基因型的个体患皮炎危险性显著高于快代谢

基因型个体[ 6] 。最近有人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 TCE 刺激

肝细胞后蛋白质差异表达的情况 , 结果得出差异较明显的蛋

白质斑点 15个 , 不同剂量 TCE刺激后表达分别上调 、 下调或

消失 , 提示TCE 可引起肝细胞蛋白表达发生改变 , 通过质谱

鉴定和 IPIhuman数据库检索 , 鉴定发现其中 9 个TCE 诱导 L02

肝细胞相关的蛋白质 , 如肽酰-脯氨酰顺-反异构酶是一种免疫

抑制结合蛋白 , TCE 诱导肽酰-脯氨酰顺-反异构酶消失 , 推测

通过改变蛋白的折叠抑制其免疫功能 , 产生免疫毒性
[ 7]
。

尽管通过动物 、 体外细胞或人体组织等 , 对肝毒作用 、

DNA损伤 、 接触性过敏反应 、 基因多态性等开展了一些基础

研究 , 但到目前为止 , TCE 的致病机制 , 特别是引起药疹样

皮炎的机制仍不清楚。由于 TCE 可致药疹样皮炎的特殊性 ,

学者们很想通过机制研究 , 寻找到可鉴别 TCE 过敏的特异指

标 , 以便确定易感人群 , 但此项工作还在研究之中。 也有研

究[ 8]认为 TCE 可引起职业接触人群脂质过氧化水平增高 , 血

中过氧化氢酶 (CAT)可作为早期职业接触损伤的生物效应指

标之一。

有关 TCE 的职业损害目前还存在着 “一大二少” 的问题 ,

“一大” 即危害性大 , 虽其发病率低 , 但在职业中毒中占的比

例大 , 特别在一些南方沿海省份 , 其发病数占全省职业中毒

的11%; “二少” 即控制办法少 、 研究工作少[ 1] 。 因此 , 对

TCE职业危害的预防控制首先应从源头抓起 , 做到少用少接

触 , 最好不用不接触 , 使用单位必须加强工作场所通风排毒

等防护设施的建设 , 使工作场所 TCE 浓度不超标;其次加强

上岗前的健康检查 , 尽量排除 TCE 过敏人群和职业禁忌证;

第三临床诊断治疗要及时准确 , 防止误诊 、 漏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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