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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吸附剂对百草枯吸附能力的对比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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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比较白陶土&蒙脱石散&活性炭三者对百草枯吸附能力$方法
!

在体外!用白陶土&蒙脱石散&

活性炭处理相同的百草枯溶液!比较处理过的百草枯溶液的百草枯含量'临床上!服药量相近的患者分别经白陶土&

蒙脱石散&活性炭治疗后比较患者尿中百草枯的含量$结果
!

体外实验(经蒙脱石散处理过的溶液中的百草枯含量

最低'临床观察(经蒙脱石散治疗过的患者尿中百草枯含量较低$结论
!

蒙脱石散对百草枯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对

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救治可能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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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中毒没有特效解药#目前仍以综合性治疗为主)早

期给予洗胃*导泻*吸附剂使用以减少毒物的消化道吸收是综

合性治疗一重要环节)白陶土*蒙脱石散*活性炭是
-

种常用

的吸附剂+

'4$

,

)为了评价
-

种吸附剂的吸附能力#本文进行了

以下实验)

$

!

材料与方法

$+$

!

器材与试剂
!

天平*分析天平*

)&'

型分光光度计*吸管*

量筒*漏斗*中速滤纸*

&%1

百草枯溶液$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生产&*蒸馏水*碳酸钠*碳酸氢钠*连二亚硫酸钠*白

陶土*蒙脱石散*活性炭等)

$+/

!

方法与步骤+

.

,

$+/+$

!

取
&%1

百草枯溶液
&H0

至量筒中#加蒸馏水至
&%%

H0

)使其成为
%+&1

百草枯待检液#呈绿色)

$+/+/

!

用分析天平分别称取白陶土*蒙脱石散*活性炭各

'+.

/

#用
%+&1

百草枯溶液
$%H0

混均#充分混合
%+.?

)用

中速滤纸过滤
-+.?

)测量并记录滤过液的量)

-

种滤过液再

稀释
'%%

倍#备用)

$+/+'

!

碳酸钠
4

碳酸氢钠液配制
!

用天平分别称取碳酸钠

-%

/

#碳酸氢钠
'%

/

#加入量筒中#加蒸馏水至
&%%H0

)

$+/+1

!

连二亚硫酸钠液配制
!

用分析天平称取连二亚硫酸钠

液
'%%%H

/

#加水
'%H0

备用)

$+/+2

!

分别吸取白陶土*蒙脱石散*活性炭滤过稀释液#蒸馏

水各
.H0

#加入
'

*

&

*

-

*

$

号试管中#再向
$

个试管中分别加入

碳酸钠
4

碳酸氢钠液
.H0

#再向
$

个试管中加入连二亚硫酸钠

&H0

)

$+/+)

!

以蒸馏水调
%

#光波长
-5*9H

#对以上
$

种溶液比色)

所测结果分别记做
3

白*

3

蒙*

3

炭*

3

空)

/

!

结
!!

果

/+$

!

-

种滤过液的量
!

白陶土
-%+.H0

#蒙脱石散
&5+.H0

#

活性炭
&5+.H0

)肉眼观察
-

种滤过液的颜色!白陶土滤过液

呈淡绿色$色最深&#蒙脱石散滤过液呈淡绿色$色较浅&#活性

炭滤过液几乎无色$色最浅&)

/+/

!

$

种液体分光光度计测定结果
!

3

白
2'+'

%

3

蒙
2%+%(

%

3

炭
2%+$

%

3

空
2%+%).

)

-

种滤过稀释液的百草枯浓度比$白

陶土"蒙脱石散"活性炭&

2

$

3

白
\3

空&"$

3

蒙
\3

空&"$

3

炭
\

3

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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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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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观察

本院在抢救百草枯中毒时上述
-

种吸附剂都有使用)回

顾分析了
&%'%

年本院抢救的
-.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有

*

例患者其口服中毒剂量都在
*%H0

左右#就诊抢救时间少于

-?

#且在就诊后
&$?

内每
&

小时
'

次#用连二亚硫酸钠显色比

色法连续测定患者尿中百草枯含量)其中
-

例用蒙脱石散的

患者尿中百草枯的最高浓度分别为
'-+.

*

5+(

*

$+)

"

/

"

H0

#

'

例存活#

&

例死亡)

&

例使用白陶土处理的患者尿中百草枯的

最高浓度分别为
&&+-

*

-%+)

"

/

"

H0

#均死亡)

'

例使用活性炭

的患者尿中百草枯的最高浓度
'5+*

"

/

"

H0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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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所销售的百草枯都加有催吐剂等添加剂)一般认

为#吸附作用的强弱与吸附和被吸附物二者的理化性质有关)

以上实验显示#活性炭对百草枯溶液的颜色$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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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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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抗凝血不同颠倒混匀次数血常规各项参数的比较%

H,A

&

(2$*

(

颠倒次数
XSb6

$

1

&

VYT

$

1

&

#06

$

e'%

5

"

0

&

#T`

$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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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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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aI

为红细胞计数#

`aI

为白细胞#

Z@

为血红蛋白#

ZE=

为红细胞压积#

0fV

为淋巴细胞#

XSb6

为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V#!

为血小板

平均体积)

'

!

讨
!!

论

全血血细胞分析在临床上作为各种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观

察已普遍为常规检验#对人体健康的评估#对血液系统疾病的

判别有广泛*深刻的意义+

-4$

,

)因此#血细胞分析的可靠性直接

影响临床医生对病情的判断)然而#血细胞分析在实验前*实

验中*实验后的质量控制决定了其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其中实

验前阶段中离体血液与抗凝剂颠倒混匀次数又是一个不引起

人注意的重要环节)由表
'

可见#离体血液与抗凝剂颠倒混匀

5

次以上#

#06

*

#T`

显著升高#颠倒混匀
'&

次以上#

VYT

*

V#!

明显升高)

VYT

升高可能是由于颠倒混匀次数增加#则增加了血液

有形成分之间的挤压#从而改变了白细胞体积的大小#而
VYT

在白细胞分类中所占比例最小#因此受到的影响也就最大)颠

倒混匀次数增多#导致
#06

升高可能是由于微量溶血而产生

红细胞碎片#碎片的体积在
&%

!

-%D0

者会落入血小板计数

中+

.

,

#则增加了
#06

参数)

V#!

升高#可能是由于颠倒混匀

增加#使血液有形成分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磨擦发热及放电现

象#从而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及其产生不同的代谢产物#使血液

渗透压发生了微弱的变化#血小板体积最小#因而
V#!

参数

变化相对明显)

#T`

是仪器测量一定数量血小板体积后计算

所得外周血血小板体积大小异质性参数#

#T`

降低见于反应

性血小板增多症+

*

,

)而本文颠倒混匀次数增多致使
#T`

参

数降低并非受检者的血液变化所致#而是实验操作者颠倒混匀

次数过多而导致的实验误差#本文认为可能是血液有形成分的

外力机械碰撞而破碎的0微粒1比较均匀#因而降低了外周血血

小板大小的异质性)

离体血液与抗凝剂颠倒混匀
-

次*

*

次进行血常规测定#

各项血细胞参数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实验的可靠性有所保障#

因此血常规抗凝血颠倒混匀
-

!

*

次为宜#以消除由此引起的

实验前阶段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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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消除能力#这可能与它对百草枯溶液中的添加剂的吸

附力较强有关#但对百草枯的吸附能力却远次于蒙脱石散#不

同吸附剂对百草枯吸附能力的大小与吸附剂的性质有关)吸

附过程主要是离子交换#但在扩张晶格黏土上#这种吸附作用

会大大增强#这是由于百草枯的平面分子结构使其嵌入晶格层

中#从而被强库仑力所作用)蒙脱石具有扩张晶格因而其对百

草枯的吸附力极强#而白陶土具有非扩张晶格#对百草枯的吸

附力则比蒙脱石低)本研究的临床观察也显示用蒙脱石散的

患者尿中百草枯浓度较其他二者低#且有
'

例存活)期待更多

的临床资料来验证三者的临床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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