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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卫生工作是应生产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 , 它也必须顺

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不断变革 ,才能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切

实的服务并使本身得到完善及发展。如古代社会简单的劳动

和个体生产方式对职业卫生并无明显需求;欧洲资产阶级革命

的兴起 、工业革命爆发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从家庭作坊演进

为手工工场乃至大工厂机械化生产的重大变化 ,社会生产力得

到很大提高 ,大城市快速形成 , 使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明显恶

化 ,为职业病 、传染病等疾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传统医学不得

不将这些威胁人类健康的新问题列入自己的工作范畴 ,使包括

职业卫生(劳动卫生 、职业病)在内的预防医学学科纷纷应运而

生 ,在 200 余年的奋斗中 , 为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20 世

纪下半叶以来 ,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阶段 , 人

类的生活内容有了质的提高。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之际 ,认真审

视一下职业卫生工作的现状和前景 , 不得不承认 , 它面临的将

是一系列新的 、十分严峻的问题 , 如:

(1)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无节制地发展给地球环境带

来严重的化学污染 , 如自 1940 年以来 , 已有近1 000 万种新化

学物质问世 , 而每年仅有千余种新化合物通过常规的毒性鉴

定获准上市;在全世界常见的8 万种化合物中 , 约半数对人体

健康和生态环境有害 , 500 余种具有致癌 、 致畸 、 致突变作

用;化学产品的广泛使用 , 生活 、 生产过程向周围环境不断

排放的废气 、 废水 、 废渣更加重了污染 , 而这日益恶化的化

学环境亦给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带来严重威胁。 大量调查结果

显示 , 近二三十年来 , 各国癌症 、 畸胎 、 不育 、 免疫性疾患

(哮喘 、 过敏等)、 心血管疾患 、 神经-精神等疾患的发病率均

明显增高 , 且工业化愈快 、 环境污染愈严重的国家 , 问题亦

愈突出;这些国家男性精液中的精子数较 30 年前减少了一半 ,

男性不育率达 20%～ 30%！

(2)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 日渐普及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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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用品 、 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装饰及建筑材料(有的天然石

石料带有很强的放射性), 亦使物理因子如电磁波 、 微波 、 电

离辐射 、 光 、 色 、 噪声等成为日渐突显的环境污染因素 , 其

中以噪声更为普遍 , 与废气 、 废水 、 固体废弃物一起构成了

公认的全球四大公害。

(3)以高科技 (hightech)为特征的现代工业重复 、 单调 、

紧张 、 高脑力低体力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社会高竞争 、 快节奏

生活方式带来的压力 , 使心理性及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 如

我国精神性疾患的总患病率已从 70 年代中后期的 0.32%～

0.73%上升到目前的 1.56%;有的调查报告还指出 , 现代社会

中 , 心理因素引起的疾病已占 1/ 3 , 心理与躯体相关的所谓

“心身疾病” 亦占 1/3 , 真正的躯体疾病仅占 1/3 , 提示人类的

心理-精神疾患时代已悄然来临。

80年代以后 ,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酸雨 、 温室效应等现象

一再出现 , 臭氧层破坏不断扩大 , 使人们真正领悟了问题的

严重性 , 认识到人类以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为代价换取科技 、

生产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得不偿失 , 也是与人类的奋斗目的

背道而驰的。 1993 年在巴西召开的全球首脑会议更明确指出 ,

人类在未来岁月的首要任务 , 即是调整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

人类必须认真检点自己的行为 , 绝不能再只顾发展不顾环境 ,

否则 , 人类自身的健康生存和正常繁衍也将难以保证。因此 ,

今后任何工作必须以上述原则为优先考虑的重点 , 不少国家

已开始将此一原则列为商业行为的核心 , 即以 “ 安全经济”

的观点指导整个生产过程 , 以达到减少事故及职业危害 、 保

障环境清洁的目的 。因此 , 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 , 职业卫生的

主要任务将可能由如下内容构成:

(1)由于化学和物理性因素对环境的不断污染 、 破坏 ,

使其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主要的致病因子;事实更表明 , 以往

那种以职业人群为对象 , 以 “二级预防” 为主要途径 , 和环

境卫生分离 , 忽略生产过程对环境污染控制的职业卫生传统

模式 , 已难以满足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的现代社会的需要。 因此 , 职业卫生必须树立 “大环境” 的

概念 , 将自己的工作视为 “环境卫生” 工作的一环 , 将严防

生产过程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任何危害主动列为职责范围 , 并

充分利用法律法规赋与的权力 , “依法” 开展职业卫生工作 ,

使职业卫生工作更为规范 、 科学 , 具有前瞻性和计划性 , 才

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工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而受到

欢迎 , 并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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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 “一级预防” 将成为下一世纪医学科学的主要

目标 , 故以早期防治职业 “病” 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工作方法

已难以解决现代工业高科技生产条件下的职业卫生问题。因

此 , 大幅度降低作业人员对有害生产因子的接触程度 , 早期

发现职业人群在细胞乃至分子层面出现的损伤 , 深入研究低

剂量理化因子长期接触对人体的影响 , 将成为下一世纪职业

卫生的主要任务;而尽速更新自己的技术装备 , 从其他学科

迅速引进新理论 、 新技术 , 加速培养能掌握新理论 、 新技术

的人才 , 也必然成为新世纪职业卫生迫在眉睫的工作。

(3)现代工业高技术 、 高节奏的生产方式使心理-精神卫

生成为愈来愈突出的职业卫生问题 , 职业性紧张症 、 职业性

疲劳综合征 、 “过劳死” 等现象将成为重要的职业危害表现而

受到广泛重视;。因此 , 心理和精神卫生将成为职业卫生工作

的重要内容而迅速介入并获得不断发展。

综上可见 , 未来的世纪 , 保障健康和改善环境将成为各

行业 、 各部门在新形势下得以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职业卫

生将演进为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包括医学科学)和法律

政策支持下将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融为一体 、 确保人类生活

环境不受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发展危害的一门综合学科 , 成为

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职业卫生工作要想求得自身

的生存和发展 , 就必须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 , 迅速更新

内涵 , 抓住重点 , 完成自己工作模式的战略性变革才行 。

·事故教训·
急性氯乙酸中毒死亡事故报告

许庆忠 , 冒明建

(江苏如东县卫生防疫站 , 江苏 如东 226400)

　　1998年 12 月某厂甘氨酸车间发生一起急性氯乙酸中毒死

亡事故 , 现报告如下。

1　生产工艺流程简介

氯乙酸溶解后泵入高位计量槽 , 通 NH3 , 在乌洛托品催化

下生成甘氨酸。

2　中毒经过

1998年 12 月 3日上午 8 时 10 分 , 操作工王某将第一锅氯

乙酸溶液 (料∶水=8∶1)泵入高位计量槽完毕 , 8 时 50 分欲

将第二锅氯乙酸溶液泵入高位计量槽 , 但多次启动耐腐泵均

未成功 , 代班长金某在未停泵的情况下违章拧松泵出口处阀

盖 , 致使过饱和氯乙酸溶液从阀芯处急剧喷出。金某的面 、

颈部及两大腿前 、 内侧有大量氯乙酸浸渍皮肤。金某随即用

温水对污染部位进行了约 5 分钟的简单清洗 , 然后由他人送

医院处理。

3　救治经过

金某 10时左右送镇卫生院就诊。门诊医生立即对金某进

行了局部冲洗 、 包扎等清创处理 , 金某否认有呼吸道及口腔

呛入氯乙酸溶液史。 11 时 20 分以 “酸灼伤” 收住入院观察 ,

入院时意识清 , 一般情况良好 , 体温 、 血压 、 心肺均无异常 ,

咽喉部无红肿 , 肺部无干湿 音 , 皮肤受污染面积为 10%,

局部灼伤起疱 , 医院仅作一般医学观察。直到 15 时左右 , 病

情发生变化 , 呼吸 、 心跳突然加快 , 血压骤降 , 肺部检查未

闻湿 音 , 心电图检查提示严重心律不齐和室颤。 院方立即

组织抢救 , 17 时左右抢救无效死亡 , 临床死因诊断为中毒性

心肌病。

4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本次事故发生在甘氨酸车间溶料工段。经现场调查 , 导

致氯乙酸溶液无法泵入高位计量槽的原因是泵后部位输料管

内有氯乙酸结晶。形成结晶的原因是溶液过饱和 、 温度降低

及输料管无保温设施 , 且安装不规范呈 U 形下陷 , 同时该车

间是厂内安全管理的薄弱部分 , 主要表现在 (1)该项目未履

行劳动卫生 “三同时” ;(2)无严格的操作规程及工艺要求;

(3)对生产中有关毒物的防毒知识未作有效的教育 , 无发生

中毒事故的应急预案。

5　事故原因分析

5.1　直接原因　金某违章操作导致氯乙酸溶液泄漏 , 污染

皮肤中毒。

5.2　间接原因　企业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 缺乏对氯乙

酸毒性的认识 , 无应急预案。操作 (如溶料)不规范 , 输料

管安装不符合规范要求等。

6　讨论

6.1　氯乙酸是一种能经呼吸道 、 消化道及皮肤吸收的高毒

类毒物 , 大鼠经口 LD50为 76mg/ kg , 另有资料介绍用 10%溶液

灌胃 , 大鼠 LD50为 55mg/ kg。其毒作用机理可能与重要的酶类

(如磷酸脱氢酶)的-SH 基反应有关。 皮肤侵入是否引起中

毒 , 取决于皮肤受损面积及清洗程度 , 且无明确的潜伏期。

国外曾报告在一次意外事故中 , 一工人约 10%的皮肤浸渍氯

乙酸 , 虽经彻底清洗 , 但 10 小时后仍中毒死亡。 在豚鼠 5%

～ 10%的体表上涂擦本品 , 动物在 5 ～ 10小时后相继死亡。 我

县这起氯乙酸中毒事故因 10%皮肤被过饱和氯乙酸污染且清

洗不完全 , 清洗时又不正确地使用了温水 , 导致皮肤吸收中

毒死亡 , 在国内亦不多见。

6.2　本病例从被污染至出现全身中毒反应间隔不足 6小时 ,

至死亡仅 8小时 , 中毒反应出现后 , 虽经全力抢救 , 仍未有任

何好转 , 并迅速死亡。经查阅有关资料 , 对呼吸道侵入者 ,

着重于预防和控制肺水肿 , 而对经皮肤吸收的氯乙酸中毒者 ,

在治疗上除给予维持和对症处理外 , 未见有特效措施。这似

乎意味着一旦形成较大面积的皮肤污染 , 将造成严重后果 ,

故应加强解毒救治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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