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5 8

3 讨论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氯 乙烯列为职业性化学致

癌物质
.

关于 VC 致癌间题
,

国内外 已有较多研究
,

报道各异
,

近年来W e
诚 W u 等研究报道

,

只有肝血

管肉瘤与V C浓度有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肝癌
、

肺癌
、

脑

癌等则与V C浓度无明显关系
。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接触组 4 例男性癌 亡者中
,

3 例为呼 吸道癌
,

1 例肝癌
。

维修工 3 例占75 %
,

死

亡工龄均在 5 一 9 年
,

死亡率为 4
。

56 输
。

死亡年龄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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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

年龄组的 S P M R 最高为 5 5 5
。

本次调查 4 例癌

亡的特点是年龄较轻
,

工龄亦较短
,

且与吸烟因素无

明显相关
。

实际死亡数 4与总预期死亡数 1
.

3之间
,

未

显示出统计学差异
,

可能与恶肿死亡例数较少有关
。

接触组肿瘤死亡的 S P M R 为 3 0 7
,

无显 著性
,

是因为

样本例数较少
,

稳定性和可靠性差
,

但不能排除职业

因素的影响
。

建议对该厂接触 V C 人员定 期 健 康 监

护
,

重视维修工在检修设备时的个体防护
,

教育工人

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

确保身体健康
。

一起建筑工人急性二氧化碳中毒事故调查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1 1 0 02 4) 吴丽依 刘德芝 徐志洪

沈阳市某建筑工地发生一起罕见的多人急性 C O :

中毒事件
,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

1 中毒经过

19 9 3年 7 月 30 日下午 2 时20 分
,

某工程队木工李

某在 4 号楼地下室东侧拼装地下室外墙的外侧横板
,

突然从脚手架上坠入北面第一个挖孔桩内
,

深 4
.

5 米

(距地面 1 1
.

7米 )
。

与李某一起作业的另两名工人未

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

即跳下桩内救人
,

均倒在坑内
。

该工程队现场施工负责人发现后
,

立 即呼救
,

一名抢

救人员王某被绳子系住腰部往下放
,

下 到离 孔 桩 口

1
。
5米左右深处时

,

头部便垂下来
,

上面人 员立 即 将

其拽上来
,

抬到空气流通处
,

约 3 分钟
,

意识恢复
。

自

觉胸闷
、

气短
,

立即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

20 分钟后
,

市消防支队和 急救中心人员先后到场
,

佩 戴 防 毒 面

具
,

救出坑内 3 人
,

送往医院急诊室
,

发现 已死亡
。

2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该工程队承建的建筑工地
,

共有挖孔桩 12 个
,

直

径 1
.

1米
,

深 4
.

5一 5米
,

挖孔桩为砾砂层底
,

混凝土

护壁结构
。

1 9 9 3年 8 月 7 日
,

铁路分局事故调查处理小组请

我所进行现场监测
。

该挖孔桩不同深度的 C O Z浓度
,

经检气管分析为
: 4

.

5米 (挖孔桩底 ) 处 咬。。 o O0m g /

m , ,

超标 43
。
4倍 (美国

、

英国
、

西德和 日本的卫生标

准均为 9 00 o m g /m
3 ,

我国无标准
.

) , 3
. 。 米深处

34 0 0 0 0 In g / m
3 ,

超标 3 6
.

8倍
, 1

.

5米深处 3 3 3 0 0 om g /

m , ,

超标5 6倍 , 桩口 9 00 0 0斌gI /m
3 ,

超标 , 倍
。

同时

还洲定了不同深度的 C O 浓度
,

挖孔桩底为 1 8 0 1119 /

m , ,

翅标 5 倍 (我国卫生标准为 30戏 gI j/ 刃
. )一 5

.

0米深

处为 1印刀 g 1/ n , , 人站立的呼吸带高度既 1
。
5米裸处和

桩口 处皆为 3m g /m
3 。

硫化氢和 氮氧化物均未检出
。

被抢救者王某 (男性
,

28 岁 ) 于当日下午 2 时 40

分被送进铁路 医院分院
。

入院时自述下挖孔桩内救人

时
,

突然感到胸闷
、

气短
、

四肢无力
,

继 而 意 识 丧

失
。

马上被抢救出坑
,

放置空气流通处约三分钟后
,

意识恢复
,

但仍感觉沟门无力
。

3 讨论

据有关资料报道
,

急性 C O :
巾毒多发生在长期不

开放的各种矿井
、

油井
、

船舱底部及下水道等处 ; 利

用植物发酵制糖
、

酿酒
,

用玉米制造丙酮
、

酵 母等的

生产过程中以及不通风的地窑和贮藏蔬菜
、

水果和谷

物等的密闭仓库中都可发生急性C O Z
中毒

。

类似本文

报道则属罕见
。

我们相继测定 了事故现场挖孔桩内的

C O : 浓度
,

最高达搜o 0 0 0 om g / m 3 ,

超标 4 3
.

4 倍 ; 最

低为 2 2 5。。Om g / m , ,

超标 24 倍
。

而硫化氢和氮氧化

物均未检出
,

因此排除 了这些毒气中毒的可能性
。

C O : 本身无显著的毒性作用
,

据有关资料报道
,

无慢性 C 0 2中毒病例报告
。

人类短暂接触 3 % ( 5 9 0 0 0

m g /跳与浓度对中枢神经系统无明显毒性损害
,

如果

空气中浓度超过 3 %
,

可引起 呼 吸 困 难
、

头痛
、

眩

晕
、

呕 吐等
。

浓度 在1 0 % (约 1 5 6 0 0 0 11〕.g / m 3 ) 以上

时
,

可 出现视力障碍
、

痉挛
、

呼吸加快
、

血压升高
、

意 识丧失
。

当空气中 C O Z 浓度达 到 11
.

0一 1 3
.

7%

( 2 1 6 0 0 0一 2 7 0 0 0 0m g /作
一

3 )时
,

可很快引起神智丧失
。

需 要注意的是
,

空气中 C O Z
浓度升高

,

往往伴随O , 浓

度下降
,

而 0 2浓度下降 5 % 即有呼吸困难表现
,

O : 下

降 10 %以上则可致昏迷乃至死亡
,

故本例事故可 能是

急性C O Z中奋合并缺氧所造成的
。

通过此次中毒事件
,

我们认识到必须加弧安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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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和教育
,

树立安全意识
;
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

以保障劳动者的人身安全
,

如施工完的挖孔桩一定要

加盖 ; 下挖孔桩前
,

必须先作测试或放入小动物进行

观察
,

或进行抽风排气相当时间
,

抽风管应该放到底

层
,

并且要带风作业
。

从本次分析测定结果看出
,

通

风 1 小时
,

C O :
火度下降至 6 0 0 0m g /汀 , ;

通风 1
.

5小

时
,

C 0 2未检出
;
停止通风 30 分钟

,

C 0 2
浓度又回升

至 1 5 0 0 0 0护 g /扭 , ,

超标 15
.

了倍
。

据了解
,

事故现场原

3 5 )

是一 片沼泽地
,

而夏季较高的气温有利于有机物腐败

分解
,

消耗氧而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 夏季昼夜温差变

化幅度小
,

气温经常高于地面 「场所内的温度
,

不易

发生对流
,

加之 C O Z 比重大于空气
,

故易在桩内聚积

而不 易被排出
。

如无上述防护措施
,

作业工人下挖孔

桩时一定要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

并系好安全带
,

作业

时间一次不得超过 30 分钟
,

桩 口上面必须设专人负责

作业人员安全
。

两起制革工人急性硫化氢中毒原因调查分析

徐州市卫生防疫站 ( 2 2 1 0 0 5) 开安 刚

2 9 5 5年 i 月 2 5 日和 同年 。 月 2 9 日徐州市某制革厂

因工人进入转鼓发生两起急性硫化氢中毒
,

共 6 人中

毒
,

其中 1 人死亡
。

本文根据现场工人 n 述和事故后

检测结果
,

分析中毒 原因并提 出预 防对策
。

1 工艺流程

该厂 采用美 国路黄 牛盐鲜发摊 苹试行工 艺
:

皮入

鼓 、 水洗、 水浸泡 * 浸碱 ( 知入硫化钠
,

不 少于 2 0小

时 ) 、 水洗三遍 、 脱灰 (加 \ 硫酸钱
、

盐酸
,

p H 调

至 8
.

5一 9 ) 、 软化 (加入硫胶等
,

终点 p H S~ 8
.

5)

、 水洗两遍、 浸酸 (加入研
`

酸
、

醋酸
,

p H调至 3
.

2~

3
.

5) 、 裸制* 皮出鼓
。

2 中毒发生过程

1 9 8 5年 1 月巧 日
,

西转鼓浸酸工序结束后
,

工具

桶掉进鼓内
,

工 人傅某进鼓捞捅
,

旋即昏倒
,

工人张

某进鼓救人也 昏倒
。

后 二人被救脱险
。

1 9 8 5年 S 月旧日
,

工人薛某孔东转鼓浸酸工序结

束后打开鼓门时粼进鼓内
,

当即昏迷
.

工人郭某今三

人 因救人先后孔鼓日 处 香倒
。

薛某被捞出 后 不 治 死

亡
,

余三人经软治恢 资
,

3 检洲结果

分别 孔脱 灰
、

软化和浸战工序结束后侧定鼓内空

气中硫化氢 ( {劝应银比 色法 )
、

氨 (纳氏 试 剂 比 色

法 ) 和氯 (甲基橙 比 泣法 ) 浓度
,

结果见表 1
。

为了解鼓内产生硫化氢的条件
,

分别于各工序结

束后测定排放废水中的 总硫化物含量 (碘早法 )
,

结

果见表 2
。

4 讨论

各工序结束后转鼓排放的废水
,

卜均含有较高浓度

的 S
’ ,

浸酸工序加酸后
,

使鼓内产生大鱿硫化氢 ( 5 1 3

即 g / m一)
。

因测定的鼓皮在浸碱后水洗 4 遍
,

且 采样

位置在鼓门内边缘
,

所以认为浸酸后鼓深部硫化氢气

表 1 转鼓内有害气体测定结果

空气浓度 ( m g / rrt
3 )

工序及 侧定顺序
H ZS

未检 出
未梳 出

未枪出
4

N H 3

,几, l,1ù .之

脱灰后

软化后

浸酸后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 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5 4 9
.

7

6 5 9

6 5 9

6 5 9

{{言
1

}

裹 2 转鼓排放废水中S ’
浓度

工 序 S
一

浓 度 ( m g / L )

内匕

产01ó目丹匕
月弓

32加156没碱

水洗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遗

第四 遍

脱 灰

软化

浸欲

2 9
.

4

10
.

6

18
.

8

13
.

6

体浓度可高于 51 3仃 g / -rr , ,

达到立即致死的浓度
。

检

测结果还表明
,

浸酸后鼓内氨和氯的浓度均不能引起

急性中毒
。

人接触空气浓度 900 ~ I OO0 m g /m , 的硫化氢时
,

由于迷走神经反射
,

可立即发生昏迷和呼吸麻痹而呈
“

闪电式
”

死亡
。

这 6 名中毒工人主要表现均为窒息

感和突然昏迷
,

因此可确认这两次中毒事故均为浸酸

后吸入高浓度硫化氢气体所致
。

建议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
,

严格履行工程建设

项 目的设计卫生审查
,

制订安全操作规程
,

安装防护

设施
,

禁止工人随便进鼓
,

并在操作部位设局部通风
.

使工人接触的有害气体浓度符合卫生标准的规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