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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职业中毒死亡事故的分析

沈阳市铁西区卫生防疫站 陈积达

事故一
:

某厂硝氧化岗位使用硝酸
、

硫酸的混合液与乙苯

进行反应制取对硝基乙苯
,

反应方程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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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
,

操作者没有控制住反应温度
,

反应釜

内温度升高
,

使硝酸分解
,

产生大量氮氧化物泄漏到

车间内
。

而这个硝氧化岗位作业空间狭小
,

即无自然

通风
,

又无有效的机械通风
,

有毒气体不能 迅 速 排

出
,

操作者吸入了较大量的氮氧化物气体
。

受害者不

了解氮氧化物对人的危害
,

更不知道其中毒具有较长

的潜伏期
,

没有立即到医院就诊
,

而于愈个半小时后
,

感到胸闷才到一综合医院看病
,

但没有主诉吸入 了氮

氧化物
。

待病情加重
,

肺水肿和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

现后
,

方转诊到职业病院
,

此时离吸入毒气 已 14 个小

时
,

贻误了抢救时机
,

终于死亡
。

事故二
:

某厂利用高碳醇 ( R O H )和五氧化二磷 ( P Z O , )

作原料
,

生产选矿药剂
“

捕
一」7 ”

S

sH 夕
,

反应方程式
: R O H 十 P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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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由于没有控制住反应速度
,

反应过程中产生了

大量的硫化氢气体
。

该作业厂房低矮
,

自然 通 风 不

畅
,

无紧急通风设备
。

有害气体不能迅速排出
,

三名

操作者当即 昏倒
,

当十几分钟后被发现时
,

没有立即

就近送往仅 3一 4千米远的职业病院
,

而是送往距离较

远的某大医院
, 、

至少延误 了 10 多分钟
,

失去了宝贵的

抢救时间
。

其中两名工程师抢救无效死亡
。

从 以上两起事故可以看出
,

它们具有几乎相同的

特点
:

1
。

生产不正常时
,

即可能有大量有害 气 体 产

生
,

(前者为氮氧化物 ; 后者为硫化氢 )
,

但生产单

位
,

操作者对此生产不正常所产生后果缺乏认识
。

2
.

工作人员操作时
,

均无防毒面具
。

3
.

作业现场自然通风
、

机械通风较差
,

特别是

没有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的要求设置事故排

风装置
。

4
.

中毒者
、

现场抢救者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治

知识
,

延误 了抢救时机
。

因此
,

这两起急性职业中毒死亡事故是具有其必

然性的
。

希望具有类似生产环境
、

类似生产性质的单

位从中吸取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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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卫生部和化工部委托
,

由北京 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负责主办的全国急性职业中毒研修班 于

1 9 9 1年 9 月 8 日至 。 月 2 8日在北京举办
。

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
,

涉及卫生
、

化工
、

石化
、

机械
、

电子
、

军工等部

门限疗职防机构的珍 7名学员参加了这次研修班的学习活动
。

本次研修内容主要包括讲授常见急性职业中毒的现代理论与临床实践
、

内科急危病症的诊断与处 理
、

现 代

诊疗仪器在急性职业中毒中的应用
。

另外还进行了典型急性职业中毒病例的讨论和分析
,

以及急救设备和 急 救

技法操作的见 习
。

由于讲课内容丰富充实
,

讨论生动活泼
,

使全体学员有较大收获
,

圆满完成了教学 任 务
,

达

到了本次研修班的预期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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