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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效果及其机理研究
李晓炎 ① 杨志焕 ① 王正 国 ① 赵双录② 张德 良②

〔摘要 〕 本研究采用激波管
,

探讨了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效果和 防护机理 结果表明
,

发泡镍可 明

显减轻肺冲击伤的程度
,

降低死亡率 发泡镍的防护作用可能与其降低冲击波超压峰值
、

延长正压上升时间

和缩短正压作用时间有关 结果提示发泡镍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冲击伤防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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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武器爆炸威力增强和新概念武器

如燃料空气炸弹等 的出现
,

未来高技术局

部战争中
,

冲击伤的发生率将会明显增加
。

肺

冲击伤是导致伤员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因

此
, ·

是当前冲击伤防护研究的重点
。

本研究探

讨多孔介质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效果及

其防护机理
,

从而为研制冲击伤防护背心提

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效果试验

实验 动物为成年杂种 狗 只
,

其 中防护组

只
,

对 照组 只
。

防护组 胸部穿着 由厚
。 的发泡镍

,

厚的海绵
、

尼龙绸组成的

防护背心
。

对照组不用任何防护材料
。

用

戊巴 比妥钠 麻醉后
,

立姿固定于铁

丝笼
,

右侧朝向爆心
。

用模拟激波管作致伤

源
,

炸药 电雷管引爆致伤
。

致伤同

时在动物布放点放置压阻式传感器测量冲击

波物理参数
。

致伤后 静脉注射 戊

巴比妥钠放血处死动物
,

常规行大体解剖
、

光

镜
、

电镜观察
。

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机理研究

采用激波管
,

首先反复测试未加发泡镍时刚

性壁面的反射超压
,

在取得 比较稳定的超压

值后
,

分别对单层
、

双层和三层发泡镍进行衰

减冲击波程度试验
。

以未加发泡镍时测得的

压力值为基准
,

将加上不同层次发泡撬后新

测得的压力值与其相 比
,

即得到冲击波通过

发泡镍的压力衰减情况
。

结果

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效果

冲击波物理参数测试结果 本研究

测得的冲击波超压
、

为
,

正压作用时间

为
。

属较强冲击波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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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义一卫大体解剖所见
一

冲击波致伤后
,

肺损

伤的主要改变为不同程度的肺出血
,

有时可

见与肋面平行的肋间压痕
。

死亡动物和严重

肺出血的动物常同时伴有肺水肿
,

口 鼻有血

性泡沫液流出
。

经发泡镍防护的动物
,

肺损伤

程度较轻
,

多数为轻度和中度肺出血
,

部分为

重度肺出血
。

而未经防护的对照组
,

肺损伤程

度严重
,

主要表现为重度和极重度肺出血
,

常

同时合并有肺水肿 由此可见
,

经发泡镍防护

后
,

肺冲击伤的程度明显减轻
。

发泡镍对冲击

伤的防护效果详细见表 ‘

表 发泡镍对冲击伤的防护效果

组别
动物数

只
肺报伤程度 现场

轻度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死亡数

防护组

组织学所见 光镜切片见主要病变

为肺泡和间质出血
、

水肿
、

少数细支气管上皮

脱落
,

内杂以纤维蛋白样物及红细胞
。

白细胞

扣押以伤后 为甚
。

电镜观察见肺泡腔 内有

游离红细胞
,

微血管肿胀
,

偶见连续性破坏
。

中性 白细胞附壁
、

脱颗粒
。

上述病变以对照动

物更为广泛和明显
。

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机理 发泡

镍对冲击波的衰减作用见表 可见
,

发泡镍

有 明显降低冲击波超压峰值的作用
,

且随着

层次的增加
,

衰减效果也更明显
,

三层发泡镍

时可衰减
。

同时可见
,

发泡镍在降低冲

击波超压的同时
,

可使正压上升时间延长
,

正

压作用时间缩短
。

结果提示发泡镍对肺冲击

伤的防护作用可能与降低冲击波超压峰值
,

延长正压上升和缩短正压作用时间有关
。

表 发泡镍对冲击波的衰减作用

实验材料 峰压衰
减值

正压作用
时 可

上升作用
时间

未加实验材料 。
一

一 。

一层发泡镍
二层发泡镍 。

应
,

是 目前国内外冲击伤研究的重点
。

在听器

冲击伤得到相应防护以后
,

肺冲击伤的防护

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

年代初
,

王正国等

曾用石膏筒和塑料制品作过胸部冲击伤的防

护研究
,

并发现石膏筒防护可减轻肺冲击伤
,

但实际应用有困难 〔 。

年代中期
,

有人用

泡沫塑料研制成炮手防震服
,

但主要针对弱
冲击 波 的防护

,

对 强 冲击波 的 防护效果不

佳 〔, 〕。

等将 一 防弹背心用于

冲击波的防护研究
,

结果发现非但起不到防

护作用
,

反而可加重肺冲击伤卿
。

因此
,

对强

冲击波的个人防护至今仍是国内外未能很好

解决的一个 问题
。

本研究探讨了发泡镍对肺冲击伤的防护

效果和 防护机理
。 厂

结果发现经发泡镍防护后

肺冲击伤程度明显减轻
,

并可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死亡率
,

提示发泡镍确为一种有效的冲

击波防护材料
。 “

对发泡镍的进 一步材料动力

学试验表明
,

发泡镍具有明显降低冲击波超

压峰值
,

延长正压上升时间和缩短正压作用

时何的作用
。

这可能与发泡镍为一种多孔介

质
,

从而起到了上述衰减激波的作用
,

使肺冲

击伤程度减轻
。

夺研究的结果初步阐明了发泡镍对肺冲

击伤的防护效果和防护机理
,

为冲击伤防护

背心的研制提供了实验依据
。

从实际结果看
,

一层发泡镍对激波的衰减作用 尚不够理想
,

三层发泡镍 虽可使冲击波超压峰值 明显 下

降
,

但正压持续时间有所延长
。

因此
,

冲量可

能下降不很 明显
,

同时因厚度增加
,

也会影响

穿着的舒适性
。

而两层发泡镍不仅超压峰值

有明显下降
,

而且可使正压作用时间缩短和

上升时间延长
。

这一综合效应可能会起到较

好的防护效果
。

因此
,

在研制冲击伤防护背心

时
,

以两层本泡镍作为防护材料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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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海洛因患者血浆中心钠素的

刘泽源 ① 戴廷恩 ① 沙丽 君 ① 段文 龙 ② 张 志祥 ① 程琳 霞 ①

变化

张玉祖 ③ 潘常忠 ③

〔摘要 〕 本文研究了 例吸食海洛因患者血浆 浓度变化
,

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 比较结果显

示海洛因成瘾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

作者认为测定血浆 水平可 以作为海洛因对心肌损害

的一种判断指标
。

关键词 心钠素 海洛因成瘾者 心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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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近年沐 医学领域的一项 突破性进 展
,

是

发现 人类心 房肌细胞中一仲具有强大排钠利

尿作用的激素一 心 房利钠因子 心钠素
,‘ , 。 ,

‘

八 的发现
,

使人 们重

新认识了心脏
,

它不仅是一个循环动力器官
,

而且还是一 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

同时

的发现为心血管疾病的病理
、

生理提供了新
祖

的理论
,

也为其它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
,

展

现
一

了广阔的前景
。

本 文 介 绍 了 例 吸 海 洛 因 患 者 血 浆

厂 的变化
,

为进一步探讨海洛因滥用 者对

心血管影响
,

提供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对 象 健 康 组 例 中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一 岁
,

平均 岁
,

系我院门诊

体检 人员
,

经查均无任何疾病
,

吸食海洛因者

例 中男 例
,

女 例
,

年龄在 一 岁
,

平 均 士 岁
,

每 日 吸 毒 量 一
,

平均 士
,

吸毒时间 工
·

年
,

平均 士 。 年
。

吸毒方式 香烟或烫吸

例
,

皮注或肌注 例
、

静脉注射
·

例
。

患

者系我所及昆明市强制戒毒所病人
。

测定方法 患者晨空腹取静脉血
飞 置于酶抑制试管 内含抑肤酶

一 。 混均
,

一 它 离心
,

分离

血浆置于一 它保持待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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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军 区 昆叫 总医眺 全军药物 依核研 究所 、昆明 肠加况
昆 市 公安局 弱 ”
昆 明市 强制戒毒所 筋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