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严重的正己烷职业中毒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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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己烷作为溶剂在工业中的使用日益广泛 , 近年

来随着纯正己烷消耗的迅速增加及其在混合溶剂中的

含量的升高 , 国外已有不少正己烷引起周围神经病的

报道 ,但国内报道极少 ,故我国还没有正己烷的车间卫

生标准和职业中毒的诊断标准。近两年来 ,广东地区涉

外企业发生几起正己烷引起周围神经病的中毒事故 ,

为引起国内同行对正己烷职业中毒的重视 , 现就某市

今年发生的一起中毒事故报道如下。

1　中毒发生经过

1996年 4月 , 某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女工张某

( 20岁 )发觉手指发麻 , 并有触电感。 5月份又先后有

两名工人出现相同症状 ,但未引起厂方注意。至 7月份

已先后有 40多人感手足发麻、食欲不振、行走困难等。

工人强烈要求厂方给予检查和治疗 , 厂方迫于工人的

要求 , 先后送 18人到当地的非公立医院进行治疗 , 但

病情未见好转 ,因此 ,工人联名向当地劳动和卫生部门

投拆 , 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 8月初 , 市、 区卫生防疫

部门对此事进行专题调查 , 怀疑为正己烷职业中毒事

故。 8月 22日省、 市、 区卫生部门联合到该厂进行调

查 ,认为这是一起正己烷职业中毒事故。 9月份在当地

政府的干预下 ,厂方先后将怀疑中毒的 77名工人送广

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检查、 诊断和治疗。

2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某科技有限公司是外商独资的以生产液晶显示器

为主的工厂 , 1993年 11月投产 , 1995年搬入新厂 , 现

有工人 1100人。

生产流程为: 贴合玻璃→切割→灌液晶→封口→

固化→清洗 (正己烷 )→目测→包装。其中灌液车间和

清洗车间需用有机溶剂 , 投产时使用氟里昂 , 1995年

11月改用正己烷 , 每周消耗 600公斤左右。

灌液车间面积约 60m2 , 因生产要求室温 22～

25℃ ,故为中央空调的密闭房间 ,没有组织通风。该车

间有一清洗槽 ,敞开作业 ,无任何排毒设施 ,正己烷挥

发污染整个车间。 71名病人中 66人是该车间工人。清

洗车间面积约为 48m2 , 有 6个清洗槽 , 槽上虽有排气

装置 , 但效果极差。 槽对面有一报警器 , 厂方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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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ppm ( 1760mg /m3 ) 时报警 , 据工人和管理人员反

映 , 生产时打开槽门经常报警。

　　工人均为外来工 ,女工为主 ,灌液车间每班 18人 ,

清洗车间每班 7人 (其中男工 2人 ) ,每天二班生产 ,先

后接触正己烷工人共 71人 ; 每班工作时间 10. 5～

12h。工人无入厂前体检 , 也无培训后上岗 , 故防护知

识极差 , 个别工人有时用正己烷洗手。

事故发生后调查时 ,测定车间空气中正己烷 (已部

分进行改造 ) 浓度为 180～ 1488mg /m3。

溶剂中正己烷含量为 87. 1%。

3　临床表现及诊断

3. 1　临床表现

发病工龄最短 1个月 ,最长 9个月 ,平均发病工龄

6个月。症状主要表现为四肢远端皮肤发麻、刺痛、 蚁

行感、 四肢乏力、 步行困难、上楼梯费力 ,呈进行性加

重。部分有胃纳差、头晕及头痛等。均有四肢远端程度

及范围不等的痛触觉减退 ,多在肘及膝关节以下 ,一般

呈手套袜套样分布。腱反射减退或消失。肌力下降 ,一

般为 2°～ 3°, 严重者可达 0°～ 1°。部分有肌萎缩 ,以四

肢远端为明显 ,如骨间肌及大小鱼际肌等。神经—肌电

图检查: 71例均显示不同程度的神经原性损害。

以上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 , 符合周围神经病的

临床表现。

3. 2　诊断: 鉴于目前我国尚无正己烷中毒的诊断标

准 , 故参考国家标准 GB4865— 85《职业性慢性氯丙烯

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进行诊断 ,根据长期密切接

触正己烷的职业史及周围神经损害为主的临床表现 ,

结合现场卫生学调查和作业环境空气中的正己烷浓度

测定资料 , 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周围神经病。 71例均

诊断为慢性正己烷中毒。

4　讨论

正己烷为饱和脂肪烃类 , 虽其急性毒性分类属低

毒类。但因其高挥发性和高脂溶性 ,且有蓄积作用和对

神经系统的毒性 ,应考虑为高危险性毒物。近年来由于

石油精炼技术的迅速发展 , 生产高纯度正己烷的成本

已大大降低 , 故纯正己烷的消耗量和其在混合溶剂中

的含量迅速增加。 国外正己烷职业中毒引起的周围神

经病已屡见报道 , 1991年 WHO专家小组讨论会还对

正己烷危害性提出报告。 但国内对正己烷职业中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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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多。直至目前 ,我国还没有正己烷的车间卫生标准

的中毒诊断标准。 本次事故向国内同行提出了应该重

视我国的正己烷职业中毒问题。

正己烷所致周围神经毒性已有充分的证据 , 但引

起周围神经毒性的浓度和时间却意见不一 , 如美国卫

生标准为 176mg /m3 ( 50ppm) , 前苏联为 300mg /m3 ,

日本为 140mg /m3 , 但 W HO专家小组提出 , 工人接触

空气 中正己 烷浓 度为 108～ 8800mg /m3 ( 30～

2500ppm )时即有周围神经病发生。我们认为 , 就职业

安全而言 ,以 100mg /m3为宜。发病时间有报道接触二

个月就发病的 , 这次中毒事故有 3人接触一个月就发

病 , 看来 , 只要有一定的接触条件 , 一个月可以发病。

这说明关注职业性正己烷中毒是完全必要的。

本次中毒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为对涉外企业的劳

动卫生管理滞后 ,对正己烷的职业危害认识不足 ,车间

无有组织的通风 ,致正己烷浓度严重超标 ,长时间连续

加班。教训是深刻的 ,应针对上述问题研究防治措施。

(收稿: 1996-11-27　修回: 1997-01-06)

液化石油气对作业女工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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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石油气 ( LPG)是石油炼制过程中的副产品 ,

主要成分为 C1 -C6的正异构烃类。有关 LPG的毒性已

有报道 ,但其对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前尚未见

文献报道。因此 ,我们对 59名接触 LPG女工的外周血

淋巴细胞α-醋酸萘酯酶进行了测定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某炼油厂液化气站灌气班接触 LPG作业女工

59名为接触组 , 年龄 29～ 50岁 (平均 40岁 ) , 接触工

龄 1～ 24年 (平均 8. 12年 )。另选不接触 LPG及其他

毒物的行政办公女工 52名为对照组 , 年龄 29～ 49岁

(平均 39岁 ) , 工龄 2～ 27年 (平均 11. 6年 )。

1. 2　环境测定:

液化气灌气车间工艺流程如下: 卸罐→倒残液→

吹扫→灌气→检斤→运输。车间内设 4个监测点 ,连续

3天 , 上、 下午采样 , 共采集 48个样品。 监测项目有

LPG、 苯、 甲苯、 二甲苯、 硫化氢。 LPG、 三苯为气相

色谱法 , 硫化氢采用日本理研 HS— 87型硫化氢检测

仪测定。

1. 3　外周血淋巴细胞α-醋酸萘酯酶 ( ANAE) 测定

取 0. 5ml外周静脉血于肝素湿润过的小沉降管

中 , 加入 1 /2～ 1 /3血量的 0. 3%的甲基纤维素液 , 用

细玻璃棒轻轻上下提插 , 充分混匀。置 37℃水浴中沉

降 45min, 吸上清液于小离心管中 , 1000转 /分 , 离心

6min, 弃上清 , 吹匀取之推片 , 气干。 按吴景兰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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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酯酶染色 , 油镜下计数 100个淋巴细胞 , 计算

AN AE阳性率。

2　结果

2. 1　环境监测

作业场所 LPG浓度为 18. 11～ 1248. 63mg /m3 ,其

中灌气盘上嘴点超过国家标准 0. 12倍。硫化氢浓度为

0. 17～ 0. 70mg /m3 , 苯、 甲苯、 二甲苯均未检出 , 见

表 1。

　　表 1　灌气车间空气 LPG、 H2 S浓度测定结果

检测点 LPG浓度 ( mg /m3 ) H2 S (mg /m3 )

装卸台 18. 11 8. 93 0. 10 0. 10

灌气口 22. 47 2. 91 0. 18 0. 2

灌气盘上嘴 1248. 63 115. 13 0. 42 0. 32

灌气盘下嘴 411. 64 32. 03 0. 40 0. 33

2. 2　 AN AE测定

接触组女工 ANAE阳性率为 64. 92% , 与对照组

70. 75%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见表 2。接触组女工不同

工龄段 ANAE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除小于 5年工龄

段女工无显著意义外 , 其余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 见

表 3。

　　表 2　接触组女工与对照组女工 ANAE

阳性率比较

组别 n
镜检淋巴

细胞数 (个 )

AN AE

阳性数 (个 )
阳性率 (% ) P值

接触组 59 5 900 3 830 64. 92 < 0. 01

对照组 52 5 200 3 679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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