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15例三氯乙烯中毒病例调查分析
Analysis on fifteen cases of trichloroethylene poisoning

张新建 , 黄乐仰
ZHANG Xin-jian , HUANG Le-yang

(东莞市卫生防疫站 , 广东 东莞 523017)

　　摘　要:本文报道 、 分析了东莞市 1995 ～ 1997 年发生的

15 例三氯乙烯中毒病例的发生 、 发展和流行病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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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5 年12 月至 1997 年12 月 , 我市先后发生 15 例三氯

乙烯中毒 , 分布于 11个厂 , 其中 1 例死亡。调查发现 , 部分

病例表现情况与既往文献报道略有出入。 由于这些病例均发

生在 “三资” 企业 , 是职业危害和职工健康监护方面的新情

况 、 新问题 , 如不及时采取适当地干预措施 , 势必使更多工

人遭受损害。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发病情况

1.1　一般情况

15 例患者中 , 男性 8 例 , 女性 7 例;年龄 16～ 28岁。 分

布于电子 、 光学器材 、 制鞋玩具等 11 个厂。 发生病例工种

有:清洗或洗抹 (10 例), 装配 、 包装 、 喷漆 、 洗板和技术员

(各 1 例)。均有三氯乙烯接触史 , 接触时间为 20 ～ 40 天 (14

例), 最长为 110 天 (1 例)。

1.2　临床表现

1.2.1　皮肤损害:15例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损害 , 初

期表现为全身出现红色 、 大小不一的点状皮疹 , 出现顺序为

面部 、 上肢 、 躯干 、 下肢 , 继而发展为斑丘疹 , 呈多形性并

融合成片 , 7 ～ 15 天后逐渐消退并留下色素沉着。 部分病例

(4例)呈剥脱性皮炎变化。 其中 4 例患者有反复接触 、 反复

出疹的病史。

1.2.2　发热:13例患者发热 , 其中 37.8 ～ 39.2℃10 例 , 39.3

～ 39.8℃3例。先有发热后出现皮疹的 9 例 , 先出现皮疹后发

热的 4例。

1.2.3　肝损害:14例患者有肝损害 , 其中 4 例有黄疸;谷丙

转氨酶范围 129～ 1 231单位。

1.2.4　其他临床表现:头晕 、 头痛 8 例 , 肾功能变化 4 例 ,

咽或扁桃体炎 、 咳嗽各3 例 , 意识障碍 2例 , 腹痛 1 例 , 心肌

炎 1例 (死亡)。

2　现场调查

2.1　生产情况与患者暴露情况

上述病例的工作场所都有使用三氯乙烯作清洗剂或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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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 其中发病最多的清洗作业 (8 例)使用超声波清洗池

清洗金属物件 , 清洗液主要成分即为三氯乙烯。 清洗池上口

有封盖 , 但操作工放入 、 取出清洗物件时 , 均需打开封盖 ,

由于池上方 、 侧面均无排风设施 , 打开盖口 、 取出清洗物时 ,

挥发 、 逸出的三氯乙烯即对操作工及其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洗抹 、 洗板 、 喷漆作业 (4 例)可同时吸入和经皮肤吸收三氯

乙烯;装配 、 包装作业 (2 例)受附近工序使用三氯乙烯污染

而吸入致病;技术员 (1 例)因经常出入受三氯乙烯污染环

境 , 间歇性吸入而发病。

2.2　卫生防护情况

上述各病例所在作业面均无足够 、 合理的排风设施。 其

中清洗池上部及侧面均未配置排风罩 , 包装 、 洗抹 、 装配等

工序亦缺乏针对性排风防毒措施;部分工厂由于采用中央空

调而有害作业点无有效排气设备 , 从而导致毒物的扩散 (因

中央空调造成车间空气内循环), 进入现场均能闻到一股特殊

的气味。工人多为徒手操作 , 无任何个人防护用品 , 可同时

从呼吸道和皮肤吸收三氯乙烯。

2.3　现场测定情况

15 例患者作业现场空气中三氯乙烯浓度检测 , 结果为

40.3～ 461.0mg/m3 , 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容许浓度。 据 11

个厂统计共有接触者1 600人 , 发病率为 0.94%。

3　发病原因

从病人发病情况结合现场调查 , 一是生产环境无通风排

毒设施 , 工人操作面空气三氯乙烯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又由于有毒与无毒作业混合布局 , 增加了毒物接触机会及接

触人数;二是操作过程无有效个人防护用品 , 工人可由不同

途径吸收毒物;三是个体敏感而导致发病。

诊断依据:参照GB11505—89 《职业性急性三氯乙烯中毒

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诊断主要依据为:(1)有明确的接触

史 , 15 例患者均直接 (12 例)或间接 (3 例)接触三氯乙烯 ,

作业面空气中三氯乙烯浓度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2)均有

皮疹 、 肝功能损害 , 头痛 、 头晕 、 发热等临床征状和体征。

(3)个别患者有反复接触 、 反复出疹的典型发病过程。 (4)

排除了传染病 、 药物过敏等病的可能性。

4　鉴别诊断

在诊断过程中应注意鉴别 , 并排除成人麻疹 、 登革热 、

猩红热等传染病。

5　讨论

三氯乙烯的毒作用 , 文献报道多认为其对中枢神经系统

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亦可损害实质性脏器 , 首先影响肝 、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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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脏〔1〕。我国颁布的 《职业性急性三氯乙烯中毒诊断标准

及处理原则》 , 将神经系统症状和明显的心 、 肝或肾损害作为

诊断及分级标准〔2〕 , 至于本文所提及的皮肤损害 , 上述文献 、

标准均未作为主要损害或诊断内容。建议今后修订标准时加

以考虑。

从中毒患者皮肤损害特征来看过敏性皮肤反应的可能性

最大 , 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上文提到接触者发病率为

0.94%)。过敏性皮炎亦称变态反应接触性皮炎或变态反应性

皮炎 , 由致敏物所致 , 属于Ⅳ型变态反应 , 即由 T淋巴细胞

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 , 属迟发性接触过敏反应。 其发病过程

分为诱导和激发两个阶段 , 诱导期大致需要 5 ～ 14 天。因此

其特点是初次接触致敏物时并不引起皮肤反应 , 在经过一定

潜伏期后 , 再接触该致敏物时则很快在接触部位发生炎症反

应〔3〕。本文所提及的 15例患者有 14 例接触时间为 20～ 40 天 ,

比文献所提的诱导期略长些。

近几年国内不断有文献报道 , 认为三氯乙烯所致皮肤损

害与患者接触浓度无关 , 不属于中毒范畴〔4〕。而就作者对我

市近年发病情况的观察 、 分析 , 这种皮炎应是三氯乙烯中毒

的主要症状之一 , 主要依据:(1)几乎所有患者均伴有严重

的肝损害症状;(2)患者发病过程具有多样性 , 部分患者先

有发热后出皮疹 , 另一部分则先有皮疹后有发热;(3)所有

患者所在生产环境三氯乙烯空气浓度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三氯乙烯中毒引发的过敏性皮炎并不局限于接触部位 ,

15 例患者的皮疹均由面 、 手等暴露部位起病后扩展至全身。

其病程迁延 , 部分患者住院治疗期间 (已停止接触), 皮疹仍

继续发展 , 部分病例表现为剥脱性皮炎 , 病情危重 , 说明其

危害较大。在实际工作中应贯彻 “预防为主” 的原则 , 将事

故消除在萌芽状态。

由于中毒病例均发生在外资企业 , 预防工作须有针对性 ,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我们采取了如下干预措施:(1)

建议工厂采用无毒或低毒物质代替三氯乙烯作清洗剂。 (2)

依照劳动卫生法规 , 对有关厂家作出限期整改处理 , 要求落

实通风排毒 , 注意将有毒和无毒作用进行分离操作 , 加强个

人防护等。 (3)提请注意及早发现体质易感者 , 将其调离接

触 , 这在预防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 , 凡新上

岗从事三氯乙烯接触工作者 , 2 个月内应严格观察 , 有头晕 、

头痛者应密切观察 , 有皮疹者应立即调离。 文献推荐的斑贴

试验[ 3] , 由于三氯乙烯所致过敏性皮炎属迟发型 , 其诱发期

长 , 故实际工作难以应用 , 在诊断方面为保障病人安全也不

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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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三资企业职业卫生状况分析

Investig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status of foreign of sino-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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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浙江省三资企业基本情况 (性质 、 资金来

源 、 经济类型)、 生产环境职业危害和有害因素监测及职业危

害对职工健康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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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三资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 ,

从业人数相应增多 , 涉及三资企业的新的职业卫生问题也不

断产生〔1 , 2〕 , 为了解浙江省三资企业职业卫生状况 , 为制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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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卫生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 , 进行了本次调查。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绍兴市及绍兴县 、 温州龙湾开

发区 、 宁波市开发区及北仑区 、 杭州市拱墅区等 6 个市 、 县

(区), 经外经贸委登记的三资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员培训和质量控制:三资企业基本情况和职业卫

生状况调查采用统一调查表形式 , 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所

有调查数据及资料均经专业人员审查以确保质量。

1.2.2　生产环境监测及职业健康状况调查:生产环境监测按

国家有关规范及标准规定进行 , 以往的生产环境监测工作资

料采用调查表调查。 职工健康体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

职业病人的诊断按照《 职业病诊断处理办法》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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