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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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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体外不同浓度泥土悬液在不同时间对百草枯的吸附作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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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清液离心!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百草枯浓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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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经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百草枯含

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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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百草枯含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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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泥土悬液对百草枯有吸附作用!

&$T

泥土悬液的吸附效果最佳!不同浓度泥土悬液对百草枯吸附与作用时间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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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又名0对草快10克无踪1#是有机杂环类接触性脱叶

剂及除草剂#是农田除草首选用药#对人畜有较强的毒性#自杀

或误服造成中毒及死亡的事件也时有报道)因目前尚无特异

性解毒药或解救方法#其中毒后死亡率可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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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外研究证明白陶土对百草枯具有很强的吸附力#白陶土辅

助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具有一定疗效+

!

,

#但白陶土较难获得)

为研究本地泥土对百草枯的吸附能力及最适作用浓度#用紫外

分光光度法分别测定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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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在不同浓度泥土

悬液中不同时间点的百草枯浓度#为本地泥土悬液灌胃治疗百

草枯中毒提供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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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S"5$"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通用仪

器公司&#

>aO0"<a

型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9S<$$

型电热恒温水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M0"

型快速混匀器$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百草枯原料药$湖北

仙隆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市郊区泥土-冰醋酸-三氯乙酸-无水

乙醇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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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预处理及实验方法
!

用蒸馏水稀释百草枯原料药#

配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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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溶液#各取
$#'+O!$T

百草枯溶液分别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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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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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泥土悬液中

$浓度设计与动物实验一致#因高于
&$T

灌胃时易堵管#故最

大浓度设为
&$T

&#将上述各组液体混匀-静置-分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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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上清液过滤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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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其剩余百草枯浓度)预试验中发现

$#'+O!$T

百草枯原药溶液加入
'$+O

蒸馏水中#

%D

内其

紫外吸收无变化#故设定其紫外吸收值为起始值$浓度设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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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用
(X(("&#$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选用非参数检验#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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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间内百草枯在泥土悬液中经吸收后剩余的百草枯

含量的变化$表
"

&)各时间段比较#认为在
"$+1H

至
%D

时间

段内#百草枯经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百草枯含量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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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间内百草枯溶液经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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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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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百草枯溶液经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百草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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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泥土悬液对百草枯的吸附作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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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

度泥土悬液对百草枯均有吸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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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悬液吸附效果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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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剩余的百草枯含量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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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溶液经不同浓度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

!!

百草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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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悬液浓度$

T

& 百草枯溶液经泥土悬液吸收后剩余的百草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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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接触性除草剂)百草枯

急性中毒的机制较为复杂#目前研究认为氧化损伤-炎性反应-

细胞凋亡-凝血系统异常-基因异常表达等参与了其中毒的机

制+

&

,

)百草枯服毒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内发病#临床表现主要为

腹痛-恶心-呕吐-腹泻#服毒
"

#

&E

后出现口腔-食管-胃溃烂

或灼伤症状#或胸闷-血便-咳嗽-咳痰-咯血-呼吸困难-肺水

肿#重症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胃肠道功能衰竭-呼吸衰

竭-急性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中毒性肝炎等)百草枯中毒后

中晚期研究主要着眼于肺纤维化#

L1H1*0VB1@,1GA

等+

%

,研究表明

细胞凋亡参与了百草枯诱导的肺损伤)

WC1J

等+

'

,研究表明#胶原酶-基质金属蛋白酶和金属蛋白

酶抑制物之间的不平衡#人类中毒后最突出的表现为急性肺泡

炎和迅速发展的肺间质纤维化#导致严重的难治性低氧血症)

引起中毒的主要途径为口误服或自服
!$T

#

%$T

浓缩原

液#致死量约为
"$

#

"'+O

#口服量超过
'$+O

者多于数小时

内死亡)口服百草枯后血清药物浓度迅速升高#约
!D

后即达

到峰值#一般
"!D

后消化道内药物绝大部分已进入血液#并迅

速向组织中扩散)由于目前尚没有针对百草枯中毒的特效解

毒药物#能否及时清除毒物便成为决定抢救成败的关键)由于

百草枯口服后迅速吸收#口服吸收率为
'T

#

"'T

#数小时内

即可达血浆峰值浓度#因此应及时清除消化道中毒物#对经口

中毒者应尽快给予催吐-洗胃-导泻等治疗+

<

,

)大量基础及临

床试验均证实白陶土对百草枯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在中毒早期

用白陶土悬液洗胃或灌胃可减少机体对百草枯的吸收)但百

草枯中毒多发生于农村#而农户及医院获得白陶土非常困难#

因此白陶土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百草枯进入土壤或泥土悬

液中会很快失活#口服泥土悬液配合泻药将使进入胃肠道的百

草枯失活并尽快排出体外#也将进一步减少百草枯吸收入

血+

4

,

)而泥土悬液则由随处可见的普通黏土经水煮沸获得#获

取方便#在百草枯中毒现场即可实施急救#如其对百草枯有较

好吸附作用#并能广泛应用于百草枯中毒的救治#将提高抢救

成功率)

为证实本地泥土对百草枯具有吸附作用#在不同时间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含有
<$$+

N

"

O

百草枯的
"$T

-

"'T

-

!$T

-

!'T

-

&$T

泥土悬液中剩余的百草枯浓度#发现不同浓度泥土

悬液对百草枯均有吸附作用#

&$T

泥土悬液吸附效果最佳$剩

余的百草枯含量仅为
$#!$"T_$#$$!T

&#但不同浓度泥土悬

液对百草枯吸附与作用时间关系不大#而在相同时间内蒸溜水

对百草枯无吸附作用#这为本地泥土悬液灌胃治疗百草枯中毒

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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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自身特性#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糖尿病肾病肾脏滤过

功能早期损伤的评价)

总之#

9

)

*9

是反映肾小球损伤最敏感的指标之一#也是糖

尿病早期肾损伤的重要标志+

4

,

)因此#通过检测
9

)

*9

可为及

早干预治疗糖尿病所致肾损害提供可靠的临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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