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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者分别检出4 2例
、

9 2例
,

检出率分别为 1 3
.

4肠

和 2 3
.

5 %
。

放酸组工人 8 名
,

有 2 例牙酸蚀症
,

检 出率为

25 %
。

有 1 例工龄仅 3 年
,

出现 l 度牙齿酸蚀症
,

这可

能与接触的硫酸浓度偏高有关
,

但个体敏感性
、

实际接

触量
、

接触方式及个人防护等情况都有可能存在一定

的影响
,

有待进一步观察
。

本次调查提示长期接触低浓度的硫酸烟雾
,

容易

引起牙齿酸蚀症
,

因此
,

安全与保健措施不容忽视
。

建

议整个生产系统应尽量密闭化
、

操作机械化
,

并加强对

酸雾的净化回收
,

对工作场所进行有效的通风和照明
;

同时还应经常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

使其掌握正

确的操作方法
;
严格讲究个人卫生

,

在工作期间
,

可定

时用 10 %碳酸氢钠溶液嗽 口
,

工作场所还应设置饮用

喷泉
;
工人应进行定期体检

,

包括牙科检查等
。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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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烘焙室急性 C O 中毒调查

黄山市款县卫生防疫站 ( 2 4 5 2 0 0) 王世奎 姚 月菊

1 9 9。一 1 9 9 4 年款县花农在密闭室 用木炭火烘焙 续操作 4 小时
,

突然 昏倒在地
,

不省人事
,

被他人入室

菊 花
,

发生急性 C O 中毒 13 例
,

男 10 例
,

女 3 例
,

最 发现
,

急送县 医院抢治获救
。

方某
,

男
,

28 岁
,

1 9 9 1

小 2 8 岁
,

最大 63 岁
,

平均年龄 44 岁
,

其中死亡 3 例
。

年 n 月 12 日
,

在 43 m
3

居室内围火炉一个
,

晚上 8 时

按 G B 8 7 81 一 88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及 始烘菊花
,

连续操作至下半夜
,

因过于疲劳
,

睡在花室

处理原则
,

轻度中毒 2 例
,

中度 6 例
,

重度 5 例
。

内
,

晨 6 时许被哥哥发现
,

已倒在床边地上死亡
。

方某
,

本组中毒场所均为自家居室
,

钢筋水泥结构
,

有门 男
,

39 岁
,

1 9 9 2 年 n 月 10 日
,

在 45 m 3

居室内围火

1个
,

窗 1一 2 个
,

体积 21 一 54 m 3 ,

室 内地面上用弧形 炉一个
,

晚上独自烘花
,

次晨呼唤吃早餐
,

才发现 已中

砖围成直径 0
.

9 米火炉 1一 6 个
,

每炉放入木炭 30 斤
,

毒死亡
。

点燃火旺后再用草木灰撒盖在炭火上
,

文火烘焙
,

每炉 讨论 鲜菊花须经木炭火烘焙干燥后方可供药用

上罩一用竹编制的竹笼
,

分上下两层
,

下笼距离火源 或彻茶饮用
。

木炭在不完全燃烧时
,

可产生 C O
,

本组

25
c m

,

操作者将菊花均匀的摊放在两层竹笼上
,

为保 急性 C O 中毒系在居室内围木炭火炉烘焙菊花
,

为保

持室 内稳定的温度
,

将门窗关闭
,

其门窗缝隙用纸粘 持室 内温度
,

将门窗关闭
,

门窗缝隙用纸粘贴
,

不通风
,

贴
,

为便于连续工作
,

有的操作者夜间睡在花室内
,

每 致使 CO 浓度逐渐增高
,

室内空气中氧含量减少
,

连续

隔 1一 2 小时掀动每笼菊花和调整火候
,

直至焙干为止 操作时间太长
,

或睡在花室内
,

吸入高浓度 C O 引起
。

(每笼焙干 约 8 小时 )
,

每户根据菊花数量多少
,

一般要 为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

火炉上应安装排毒风管
,

安

7~ 15 天焙完
。

中毒原因为门窗关闭
,

不通风
,

操作者 排两人轮换操作
,

缩短接触时间
,

开启门窗适当通风
,

在花室 内睡觉所致
。

组织自救互救
,

有条件者佩戴供氧式防毒面具等安全

典型病例
:

余某
,

女
,

40 岁
,

1 9 9 3 年 n 月 24 日 监护措施
。

中午
,

在 5 4m 3

居室内围火炉一个
,

进行烘焙菊花
,

连 (收稿
:

1 9 9 5一 H 一 10 修回
:

1 9 9 6一 01 一 10)

一起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的调查

德州市卫生防疫站 ( 2 5 3 0 18 ) 杨振 国 付建立

某农药厂 1 9 9 4 年发生一起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
,

造成 6 人中毒
,

其中 3 人当场死亡
。

经调查
,

主要原因

如下
。

马拉硫磷车间硫化工序正常生产时
,

五硫化二磷

与甲醇在硫化釜内硫化产生硫化氢气体
,

硫化氢经缓

冲罐缓冲再进入 1一 3 号吸收罐与碱液反应 后排出
。

5

月 4 日当班操作工出料时未按操作规程关闭缓冲罐与

吸收罐之间的阀门及打开硫化釜取样 口的胶塞
,

致使

高浓度硫化氢气体和碱液倒流 至缓冲罐内
,

并由防爆

口溢出
。

待发现后又错将缓冲罐底部阀门打开排到室

内无盖的地沟内
,

使高浓度硫化氢气体在泵房内扩散
,

导致现场 人员 6 人中毒
。

事故发生后次日 (5 月 5 日 )

上午 10 时 30 分测 定吸收罐旁硫化氢浓度仍高达

40 Om g /耐
,

超过卫生标准 39 倍
,

证实此次事故中毒人

员为硫化氢中毒
。

(收稿
: 19 9 5一 0 2一 2 5 修回

: 1 9 9 5一 0 4一 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