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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并发中毒性心肌炎猝死5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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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

可引起心肌损害，导致心肌收缩力减弱，

冠状动脉(冠脉)供血不足，严重心律紊

乱，中毒性心肌炎，甚至猝死，预后极差。

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本科共收治

重度AOPP患者16例，其中5例并发严

重中毒性心肌炎及心搏、呼吸骤停，报告

如下。

1临床资料

1．1病历简介：5例患者中男2例，女

3例；年龄26～68岁，平均37岁；服毒量

100～250 ml，平均160 ml；从服毒到接

受洗胃时间0．5～6．0 h，平均2．0 h。5

例患者均接受了序贯洗胃，因呼吸衰竭

均接受机械通气治疗3～5 d，同时出现 圈1 1例32岁女性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于中毒第2日、猝死前1 d

中毒性心肌炎，随之心搏、呼吸骤停。经 查心电图示，SVR、VI导联ST—T压低，余导联S]卜T均显著抬高

治疗，除1例抑郁症患者由于在服毒6 h

后才开始洗胃并最终死亡外，其他4例 150 ml敌敌畏0．5 h送至当地医院救 了序贯洗胃措施，即间断清水洗胃，每次

均痊愈出院，住院3～10 d，平均6．2 d。 治，经相关处理病情进一步加重，于当日 300～400 ml，连续5次，每隔2 h 1次，

痊愈患者在出院1个月后电话随访均无 紧急转送本科。在中毒第2日、猝死前 连续24～48 h，直到回收胃液清亮无味

中毒后迟发性神经病变及其他后遗症发 1 h心电图表现为SVR和V。导联的 为止⋯。同时经胃管注入20％甘露醇

生。患者在住院期间，心肌酶中肌酸激酶ST—T压低，其余导联ST—T均显著抬 125 ml每日2次，促进肠道内有机磷农

(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心肌 高，类似心肌梗死表现。1 h后患者心 药的清除。同时，给予血液灌流，通过活

肌钙蛋白I(cTnI)、乳酸脱氢酶(LDH)， 搏、呼吸骤停，紧急心肺复苏成功，随即 性炭吸附已吸收入血的毒素，持续4 h。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 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左室壁活动弥 2．2尽早阿托品化：胆碱能拮抗剂是目

(ALT)均显著升高，但经心电图及心脏 漫性减低，左室射血分数为0．42。1周后 前一致认可的有效治疗AOPP的药物。

多普勒超声检查均排除了心肌梗死的可 复查心脏多普勒超声示心脏功能明显改 一旦明确AOPP，立即使用阿托品解毒，

能，符合AOPP后心肌的广泛性损害 善，出院后1个月复查心电图和心脏多 尽快达到阿托品化，但需注意防止出现

(表1)。由于患者服毒剂量较大，超致死 普勒超声无异常发现。提示该患者当时 阿托品中毒。阿托品化和阿托品中毒的

剂量，其血清胆碱酯酶(ChE)的变化也 心电图表现非急性心肌梗死，而是有机 评估应根据个体不同而具特异性。

很明显，均经历了一个迅速下降，然后逐 磷导致的心肌急性可逆性损害。 2．3早期、足量、反复使用肟类复能剂：

渐回升到接近正常水平的过程(表1)。 2讨论 应抢在“时间窗”(48 h)内给药，2 h内为

1．2个案(图1)：患者女性，32岁，口服 2．1毒物清除：5例患者入院后均采取 给药的“黄金时间巩“。虽然肟类复能剂

表1 5例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并发中毒性心肌炎猝死患者不同时期心肌酶学指标及ChE的变化(；士s)

注：CK：肌酸激酶，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cTnI：心肌肌钙蛋白I，LDH：乳酸脱氢酶，AST：天冬氨酸转氨酶，ALT；丙氨酸转氨酶，

ChE：胆碱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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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均推

荐为治疗AOPP的经典药物，但是也受

到越来越多的挑战。Eddleston等¨o对

235例AOPP患者使用解磷定和安慰剂

随机双盲的临床研究后认为，解磷定不

能降低AOPP患者的病死率和气管插

管率。因此，有关肟类复能剂在AOPP

中的作用，还需更多的研究。

2．4 中毒性心肌炎及猝死处理：AOPP

对心脏损害较明显，其损害程度与中毒

程度呈正相关。本组5例患者平均中毒

剂量超致死剂量，即使采取了合理的救

治措施，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肌损害，表

现为心肌酶学指标CK、CK—MB、cTnI、

AST及ALT的显著升高，也反映出中

毒的严重性，与周明华和周石莲⋯的报

道一致。5例患者均是在心电监护下突

然出现心律变化，如心率减慢或心律失

常，最终心跳停止。因此，对重度AOPP

患者及时给予保护心肌的药物，综合治

疗中毒性心肌炎及脑保护措施等，可以

明显改善患者的症状，最终达到治愈；治

疗过迟可最终造成患者死亡。

AOPP导致心脏损害的原因仍然不

明确，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①直接损害

作用：对心脏造成直接损害，引起中毒性

心肌炎[5]。②间接损害作用：AOPP时出

现胆碱能危象严重、缺氧和电解质紊乱、

酸中毒均可间接加重心脏损害[6]。③交

感和副交感神经调节功能紊乱的损伤作

用：AOPP时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功

能紊乱，对心脏的调节功能失常，儿茶酚

胺的释放及心脏对儿茶酚胺的敏感性均

升高，易发生心律失常，并使心脏的耗氧

量增加。④医源性损害作用：AOPP时习

惯给予较大量液体补液，以利于毒物排

泄，但却忽视了心脏的损伤和承受能力，

可诱发心律失常等心脏损伤；阿托品用

量过大时亦可加快心率，增加心脏的耗

氧量和引起缺血性损害，减少心电的稳

定性。

鉴于以上原因，结合我们的救治经

验，采取如下措施可能会起到较好的防

治中毒性心肌炎和猝死发生的作用：

①积极有效处理AOPP，尤其掌握好“阿

托品化”的程度。②合理使用液体，注意

液体的质、量和速度，密切观察心脏功能

状况，防止心脏负担过重，必要时应用利

尿剂和强心剂。③凡有心脏损害者，早期

应用极化液或1，6-二磷酸果糖以改善

心脏营养和代谢状况，对中毒性心肌炎

明显者可适当应用小量糖皮质激素。

④及时纠正缺氧、酸中毒和水、电解质紊

乱。⑤密切心电监护，及早发现问题并采

取救治措施。

2．5其他治疗：如对呼吸衰竭者的机械

通气措施，对昏迷及猝死者的脑保护措

施，对肝、肾损害给予针对性保护措施，

预防和控制感染，营养支持等。

综上所述，尽早清除毒物、尽早阿托

品化、早期足量反复使用复能剂、密切监

测并发症发生以及全身综合治疗，是救

治AOPP及并发中毒性心肌炎和猝死

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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