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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较强的脉冲噪声
、

低于卫生标准的高频电场
、

微

波漏能
、

臭氧
、

氮氧化物
、

X射线
、

有变化的离子浓

6 37

度对高压放电作业人员机体的影响箫要进一步研究
。

(本文承蒙沈职 医学院临床医院副教授
、

副主任医 师事

春 粗院长审阅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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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炼油厂 41 起急性职业中毒的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

北京燕化公 司职防所 (1 0 2 5 0 0) 王如 刚 宁文生

本文对某炼油厂 22 年间 41 起急性职业中毒进行了

分析
,

报告如下
。

1 资料来泣

资料来源于该厂工伤事故档案
、

病历 记载和调查

当事人
。

该厂 22 年间共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41 起
,

中毒

共 58 人
,

其中男性39 人
,

女性 19 人
。

2 结果分析

2
。

1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主要原因

违章操作和无防护措施是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主

要原 llr
;
缺乏 安全和职业卫生知识

,

对作业环境条件

重视不够
,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
,

设备腐蚀
,

维伶不及

时
,

发 生跑
、

冒
、

漏等
,

也 是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原

因
。

2
.

2 急性职业中毒患者的年龄分布

由表 1 可见
,

在 5 8例念性职业中毒 患 者 中
,

以

20 ~ 岁年龄组为最多
,

占 5 6
.

9%
;

35 岁以下职工共 52

例
,

占 8 9
.

7%
。

表 1 5 8例急性职业中毒患者年龄分布

年龄组 15 ~ 2 0~ 2 5~ 3 0~ 3 5 ee 连o or 合计

2
。

3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地点 (装置 ) 和工种

从表 2 可见
,

急性职业中毒多发生在酮苯脱蜡装

置 (占26
.

8 % )
,

其次是加氢精制装置 (占 14
.

6% )
。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工种中
,

生产工 36 例
、

检维修工

17 例
,

分别占62
.

1%和 29
.

3% , 表明急性职业中毒主

要发生在检修和处理事故时
。

表 2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地点 (装置 ) 的分布

装置 酮苯 加氢 催化 供排 水 丙 烷 合计

次数 1 1 6 4 4 3 2 8

% 2 6
.

8 1 4
.

6 9
.

8 9
.

8 7
.

3 6 8
.

3

注
:

次数低于 3 的装界未列于 此表内
。

2
.

4 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主要毒物

混合溶剂 (含甲苯
、

苯
、

丙酮
、

丁 酮 ) 中 毒 最

多
,

占3 6
.

6 % , 其次是液化石油气 (含 乙
、

丙
、

丁
、

戊的烷烯烃混合物 ) 中毒
,

占2 4
.

4 %
,

H : S 占19
.

5 %
,

汽池和 C O 中毒各占了
.

3 % (次数低于 3 的 毒 物 未列

出 )
。

3 预防对策

3
.

1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

强化安全意识
,

严格遵守安

全生产操作规程
,

杜绝违章作业
。

3
.

2 加强生产设备的及时维修和科学管理
,

防止物料

泄漏
。

对生产装置进行职业安全卫生评估及限期治理

隐患
。

3
.

3 加强职业安全卫生教育
,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

掌

握必要的防护知识
,

了解各自岗位存在的毒物及中毒

时自救互救常识
,

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
。

3
.

4 进入塔
、

罐作业时
,

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

加强

个人防护用 品的使用
,

配戴防毒面具
,

必要时配备氧

气呼吸器
。

检修过程中
,

应定期做空气监测
。

(此文得到该厂安监处马 宏圈处 长的大力协助
,

谨此 致

谢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