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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management of patient B and C of the criticality
accident in Tokaimur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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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riticality accident occurred on September 30, 1999 at the uranium processing plant in Tokaimura Japan.
An overview of the accident and dose estimation was discussed elsewhere. Here we discuss clinical management of
patiant B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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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9年9月30日日本茨城县东海村核转化工厂发生了临界事故，事故经过和剂量估算已经在相关文章中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文主要介绍事故病人B和C的临床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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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患者B的临床治疗

1.1 受照概况及初期症状

患者B ，39岁，男性。事故发生时，正从梯子的

顶端向沉淀槽内倾倒高浓度的铀溶液, 右脸颊、右

前臂的背侧以及左前臂的尺侧与事故发生位置的

距离很近，故受到大量的中子及$射线照射。患者

先被送到国立水户医院接受最初的治疗（吸氧、静

脉输液、血液检测以及体格检查）。事故后5 h被转

送到国立放射科学研究所进行了剂量评估。鼻分泌

物涂片结果显示患者无体内污染。

受照后最初症状为60 min内出现呕吐， 这提示

患者受到近4 Gy 或者更大剂量的中子照射；根据外

周血淋巴细胞的下降速率、染色体畸变以及血24Na
的水平，受照剂量应相当于$射线 6 ~ 10 Gy。

1.2 骨髓衰竭导致的急性放射病的治疗

事故后的几天内，患者出现明显的逐渐加重的

全血细胞减少。在事故后立即开始使用选择性肠道

灭菌以及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并且同时

联合应用层流室的隔离技术。以双手及双足为主的

急性皮肤放射性烧伤在逐渐恶化。从胸骨及髂骨中

取样并重复进行骨髓检查，结果显示其病程仍在进

展，骨髓呈极度的增生不良，即使在髂骨后嵴所处

的位置较远而受照剂量相对较少的部位，也仅能看

到很少量的成熟中性粒细胞而几乎见不到造血祖

细胞。通过反复进行骨髓穿刺，骨髓涂片和剂量测

定的结果确定病人骨髓造血功能没有自身恢复的

可能。在急性放射病病程中，暂时性植活的干细胞

移植对于渡过粒细胞减少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患

者的亲属中缺乏合适的骨髓或者外周血供体, 寻找

非血缘性骨髓移植供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进

行移植的最佳时间是在照后一周之内。另外，根据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经验，对于核事故患者进行骨

髓移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还不明确。GVHD（移植物

抗宿主病）的发生率，在非血缘性骨髓移植中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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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放射病时进行脐带血移植高得多。由于患者没

有与其HLA（人类白细胞相关抗原）相合的同胞供

体， 因此采用HLA不全相合的亲属供体、HLA相配

的非血缘关系的供体以及脐带血作为供体， 以获

得进行造血细胞移植的干细胞来源。从日本几家脐

带血库中最终选定了一份HLA单一位点不相合的脐

带血（表l）。供受体性别及ABO血型均不相同，所选

定的脐带血的冻存细胞数为2.08 X l07 / kg。选择一个

脐带血样本作为移植物来源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细

胞总量， 而是供受体之间HLA不相合位点的数量。

在事件发生后的第l0天患者进行了脐带血干细胞

移植。移植前预处理仅使用了ATG（抗胸腺细胞球

蛋白）及甲基强的松龙，后者是预防前者的免疫反

应。ATG的剂量为2.5 mg /（kg·d），共用2 d，这一剂

量相当于标准造血细胞移植所用常规剂量的一半。

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主要使用环孢菌A [3 mg /（kg·
d）]以及甲基强的松龙[l mg /（kg·d）]，两种药物均从

准备阶段开始连续给药，随后剂量逐渐减小。为了

避免对患者的器官以及残余的自身造血干细胞造

成额外损伤，没有使用带有细胞毒性的药物，如环

磷酰胺或氨甲蝶呤。为了促进造血功能的快速恢复

并使移植失败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在脐带血移植前

后连续使用5 ~ l0 !g /（kg·d）的G-CSF， 随 后 使 用

EPO（促红细胞生成素）6 000 IU /d（lIU=l6.67Xl0-9mOI /
S）以及5 mg /（kg·d）的TPO（血小板生成素）。

脐带血移植后第9 天，骨髓染色体分析确定移

植物已植活。在脐带血移植后，中性粒细胞的数量

超过0.5 X l09 / L所需的时间是l6 d， 而网织红细胞

总数超过2.0%以及血小板的数量超过50 X l09 / L所

需的时间则分别为22 d及26 d。

通过对从胸骨及髂骨骨髓以及外周血中所提

取的性染色体进行连续荧光原位杂交分析的结果

显示，在接受了脐带血移植后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了

混合嵌合体。患者自身造血细胞逐渐增高，同时移

植物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到脐带血移植 3 个月后则

完全消失。然而，通过对患者进行G显带染色体分

析，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受体来源的单细胞畸变（见表

2）。尽管也看到了具有正常核型的受体来源的细胞，

但是这些单细胞畸变无疑是由于辐射所造成的损

伤，并且会在整个临床病程中持续存在。供体来源

的通常称为倒位 9 的染色体异常被看作是一种正

常的畸变。

尽管自身造血功能不断恢复，但患者其他器官

的辐射损伤进一步恶化。在事故后的5个月内，患

者躯体前、侧面出现严重的皮炎及全消化道的黏膜

炎，但是没有发生严重感染和药物副作用。经多次

皮肤及胃的组织活检，没有发现任何移植物抗宿主

病的临床及病理征象。

l.3 皮肤辐射损伤的临床病程及治疗

"初始期： 图l列出了在整个病程中皮肤辐射

损伤发展的时间进程。 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数日

内，仅仅在患者的脸部以及右前臂的一小块区域内

看到有轻度的红斑以及水肿，到第 5 天红斑及水肿

均已消失。l0月5日，患者B被转送至东京大学附属

医院，接受脐带血干细胞移植后l0 d，体内白细胞

的数量开始逐渐升高。

#假愈期：患者出现了为期l4 d的假愈期，在

此期间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皮肤损害。

$在l0月20日（事故后3周），患者自诉指尖、手

部以及足底出现锐痛。同时双侧足跟均出现紫斑及

表 l 脐带血供体和受体的特点

脐带血供体 受 体

HLA
A
B
CW
DRBl

血型

性别

冻存的有核细胞计数

总数

按受体体重计算

ll， 24
52， 62
3， ll

l 302， l 502
O Rh+

女

ll， 24
52， 62
9

l 406， l 502
A Rh+

男

l3.70 X l08

2.08 X l07 / kg

表 2 胸骨骨髓的染色体分析

PHA(-) / G 显带

46, XY, add(4)(g2l)
46, XY, ?t(l3;20)(pl0;gl0)
46, XY, -2, -4, +2mar
46, XY, -2, -8, +2mar
46, XY, t(l;ll)(p36;pll), add(6)(gl3, )add(ll)(pll)
46, X, -Y, -5, -7, -l0, +4mar
46, XY, -l, -4, -6, add(9)(p24, -l0, +4mar)
46, XY, -4, -6, -9, -l4, -l4, +5mar
46, XY, add(l)(g32), -2, add(3)(pl3), add(l0)(g22),
Add(l2)(g24), -l5, +2mar

45, X, -Y, -4, -6, -7, +3mar
92, XXYY, add(4)(g2l)X2, -7, -7, -8, +l0, -l2, -l2,
-l4, -l4, -20, +7mar

46, XY,
46, XX, inv(9)(pll; gl3)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l / 20
8 / 20
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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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红的现象。10月30日（事故后4周），患者的前臂、

手指、脸部以及下肢再次出现红斑并形成水疱。11
月15日（事故后6周），水疱已经扩展到全身（躯干、

双上肢、双下肢、脸部以及颈部）。事故后第7周，这

些症状明显加重，尽管进行了保守治疗，但是在躯

干、颈部以及脸部仍出现了湿性的上皮脱屑以及溃

疡。12月10日（事故后11周），上皮脱屑的区域变得

更大并逐渐恶化。皮肤活检的结果显示，上皮的基

底膜发生了损伤，这种损伤在整个体表面积67%的

区域能够观察到，尤其是在双侧前臂以及双侧大腿

的部位， 发展成为难愈性溃疡并出现了感染性糜

烂， 其程度相当于三度至深二度烫伤所造成的损

伤。12月20日（事故后12周），对患者双臂以及手背

的难以愈合的区域进行了血型相合的CAG（库藏同

种异体皮肤的移植），随后又进行了CCA（培养的同

种异体皮肤的移植）。 两处皮肤的移植均获得了成

功（95%），并且直到移植后的120 d几乎没有出现任

何排斥迹象。在2000年1月28日（事故后17周），对

患者的脸部难愈性溃疡区域进行了经培养的自体

皮肤移植，并获得了成功（90%）。

!后果期：从受照后的5个月开始，无论是同

种异体还是培养的自体移植物均生长得很好，没有

出现任何排异以及移植失败的迹象。然而，腹部、

双腿以及双臂逐渐出现了皮肤硬化以及纤维化，整

个身体逐渐发生皮肤硬化。

1.4 其他器官损伤的临床病程及治疗

持续的胃肠道出血：由于发生伴有溃疡和血凝

块的口腔炎而不能进食，病人营养状况恶化。经口

和胃肠道外应用左旋谷氨酰胺并不能保护患者的

胃肠道。 患者在事故后139 d潜血试验从阴性转为

阳性， 血红蛋白水平在自身造血恢复以后接近8g /

dL。然而，在证实了胃肠道出血以后，反复进行了

纤维胃镜和纤维结肠镜的检查，在患者的胃窦部发

现了急性胃黏膜病变，而在结肠并没有任何的阳性

发现。胃肠道外使用H2受体阻滞剂或者离子泵抑制

剂并不能改变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也不能抑制患

者的胃肠道出血。

OSAS（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吸入性

肺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使用抗生素，以避免来源

于损伤的皮肤或者胃肠道的感染。然而，从患者皮

肤渗出物中检出了VRSA（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其逐渐扩展并累及患者的咽喉以及全身

的皮肤。患者在开始治疗后就频繁地出现睡眠呼吸

暂停，被诊断为OSAS。伴随着口腔炎症的进一步加

重， 患者睡眠呼吸暂停症状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

以致OSAS成为呼吸障碍明显的危险因素。 在事故

后153d，患者由于吸入了咽喉部的渗出物而导致吸

入性肺炎，并伴发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气

管切开以及2 mg / kg体重的甲基强的松龙的使 用 ，

并没有使患者的一般状况得到改善。

患者在事故后210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 患者"的临床治疗

2.1 患者概况及受照情况

患者C，54岁，男性。既往史：高血压约5年、曾

出现时间不详的高尿酸血症、尿糖阳性2年以及右

束枝传导阻滞1年， 没有被诊断为高血压病或糖尿

病。家族史：父亲曾被诊断为高血压病。

当事故发生时，他坐在与沉淀槽有薄墙相隔的

另一房间的办公桌旁，其位置距离沉淀槽数米，由

于其身后控制面板的反射， 他也看到了蓝色闪光，

并呆在事故现场大约5 min，还进入走廊并向房间内

窥视过两次，在去NIRS途中，他在直升机内仅感觉

到轻微的恶心。在NIRS住院期间，他的皮肤上出现

轻微弥散的红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异常体

征。采用多种辐射剂量测定方法测定，结果为：受

照剂量相当于"射线1 ~ 4.5 Gy。

2.2 临床经过

患者的血液学参数见表3所示。中性白细胞计

数升高是对G-CSF的初期反应， 而后开始成阶梯样

下降， 直至第21天时达最低值。 在粒细胞减少期

间，患者住进逆向隔离室。此后，他的中性粒细胞

 
图 1 整个病程期间放射性损伤的时间进程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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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小板计数均开始渐进性恢复。血红蛋白的数值

从大约170 g / L降至100 g / L。 血红蛋白的数量达到

最低值后，网织红细胞数开始增加，并持续了大约

1个月的时间。 淋巴细胞下降到大约 500 时开始逐

渐恢复。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大致正常。第1天的

骨髓穿刺检查显示增生下降，红系细胞减少，一些

巨核细胞形态异常。

受照后第2天，患者的血清淀粉酶升高至1 094
IU / L， 并且通过同功酶分析证实其主要来自唾液；

尿酸值与他以前的数值相比，大约升高了10 mg / L。

虽然他在整个病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明显的感

染，但他的CRP（C反应蛋白）以及血沉的数值出现

过一过性的升高，惟一可能的感染灶是牙龈。在事

故当天出现了一过性的缺氧（氧分压：62.6 mmHg,
1mmHg=133.322Pa），为此通过面罩给氧。缺氧可能

与其CT所见的肺间质性水肿有关。病人出现斑片状

的脱发，胡须生长缓慢，口腔黏膜脆性增加，以至

于出现局灶性、无痛性的口腔黏膜缺损。

2.3 治疗方案

患者C一直在NIRS住院治疗，并且没有接受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最初所采用的治疗方案与另两

例患者基本相同。 为了维持他身体内体液的均衡，

采用了在中心静脉压力监视器监测下静脉滴注电

解质及血浆。使用了促进其骨髓功能恢复和预防感

染的方法，包括应用G-CSF、胃肠道灭菌（直至其粪

便结果阴性为止）， 必要时预防性地使用抗真菌以

及抗病毒的药物并采取逆向隔离措施。应用己酮可

可碱改善患者的微循环，并应用谷氨酰胺，以促进

其肠上皮的修复。 患者已于1999年12月20日出院，

目前仍在门诊继续随诊治疗。

表 3 患者 C 的血液学参数

9 月 30 日 * 10 月 20 日 **

血红蛋白（g / L）

淋巴细胞（X109 / L）

中性粒细胞（X109 / L）

175
8.0
12.2

116
5.5
1.05

* 入院当天；** 中性粒细胞数降至最低值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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