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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学品管理模式　有效控制化学品危害
SA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pattern for chemicals to con trol its hazard effectv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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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制定相关的化学品管理的法律实施文件 , 将登记

—建档—评定—宣教—监督与自身管理过程中的各环节纳入

法规管理 , 形成一种规范化模式 , 有效避免或控制化学品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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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 进入人类生活和环境

的化学品数量和种类与日俱增。据报道 , 人类接触的市售化

学物质大约有 7 万种 , 包括工业用化学物 5 万种 , 农药4 000

种等 , 新化学品正以每年 2 万种的速度递增。化学品的过度

使用 、 误用和滥用造成了对人体及环境的污染以及引起其他

重大化学事故的发生。因此 , 正确评定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

环境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 实施化学品的规范化管理 , 提高人

们对化学品危害及其防护知识的认识水平 , 已经成为安全有

益地利用化学品为人类作贡献 、 有效控制其危害的先决条件。

现就化学品的规范化管理模式探讨如下。

1　建立化学品登记制度 , 增强自身管理与防范观念

国内和世界发达国家对食品 、 化妆品和农药的卫生管理

普遍采用申报登记和卫生许可的办法。我国也曾先后出台了

一些有关化学品管理的条例或规范 , 但由于监督不力或缺乏

严格的质量控制等跟进措施 , 很多化学品未经合格的毒性检

测或没有任何毒性资料便投入市场;有的进口化学品未经毒

性资料审核 , 甚至不知道化学品的名称和理化性质 , 便已在

工厂加工或生产 , 工人出现中毒根本找不到原因。为弥补化

学品管理上存在的上述漏洞 , 首先要对辖区内化学品的有关

情况进行登记 , 掌握其品种名称 , 生产 、 销售 、 储存和年用

量 , 产生过程 , 剂型 , 用途或职业接触途径 , 存在形式 (原

料 、 辅助材料 、 成品 、 中间产品 、 副产品 、 废弃物等), 纯度

及其他成分等基本情况 , 并作阶段性的总结统计 、 筛选归类

和编号 , 把种类繁多的化学品对号入座 , 分别纳入已编号的

同类化学品中 ,以便资料的进一步跟进和管理 , 必要时也可扩

充编号范围 , 对暂时未能明了毒性的化学品进行鉴定评价。

同时建立档案制度 ,原已有职业卫生档案的单位也可将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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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资料输入该档案中 , 记录登记时间 , 每隔一定周期 (一般

为1 年)再进行一次核对登记 , 或消除或补充 , 视该单位的

化学品存在现状而定。以广州市为例:该市于 1998 年进行了

首次化学品普查登记 , 对收回的 289 家生产经营单位的化学

品存在情况作了总结归类 、 筛选鉴定并对号入座 , 结合在经

常性劳动卫生监督监测过程中所掌握的情况进行补充修订后 ,

基本上掌握了该市有关单位当时的化学品存在状况及其毒性

级别 、 毒物类别种数和在不同行业 、 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中的

分布情况 , 建立了化学品登记表并纳入单位的职业卫生档案

中 , 以 1 年为周期定期复核登记和补充完善。通过这样定期

登记和建档 , 既能使政府管理部门掌握本区域的化学品存在

现状与动态 , 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应急与防范措施 , 同时还

能促进单位 、 部门或行业内部的自身管理 , 避免了以往管理

上的盲目性和形式主义 , 为有效控制化学品危害奠定了基础。

2　建立有毒有害化学品资料库及信息网络 , 制作化学品安全

使用规范

首先要对每种化学品进行危险度评定 , 查找现有的毒性

资料 , 鉴别其是否属于危害因素 (有毒和/或有害), 是否具

有易燃 、 易爆 、 易中毒 、 易腐蚀以及致癌 、 致畸或致突变等

特性 , 经查对核实后将以下内容录入资料库中 , 也可制作成

软件备用 , 或输入联网中。

(1)理化性质:包括化学结构 、 化学活性和生物活性等

与该物质的毒害有关的性状或其有助于人们辨认的特征。(2)

职业接触机会。 (3)进入人体途径。 (4)毒性与中毒机制 、

联合作用 、 耐受性与易感性和最高容许浓度等。 (5)中毒表

现:急性中毒 、 亚急性和慢性中毒等症状体征以及致癌 、 致

畸 、 致突变及其他特异性阳性指征等。 (6)诊断治疗与急救

方法 , 包括院前的自救互救 、 避免毒物的进一步接触 、 促使

未吸收毒物排出 、 减少吸收 、 维持生命体征等方法以及院后

的诊断 、 治疗原则 , 特异性处理办法包括特殊解毒药的及时

合理应用 , 留观时间和其他有关注意事项等。 (7)岗位与个

人防护方法。 (8)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如泄漏的控制与清

除办法 , 灭火方法等。 (9)备注:包括储存 、 包装 、 运输规

则及预防 、 宣教 、 监测 、 就业体检和定期体检以及职业禁忌

证等有关注意事项。

3　开展化学品毒性鉴定 , 进行化学品危险度评价

为了把好毒性鉴定质量控制关 , 必须由持有资质认证的

机构严格遵守毒性鉴定规范进行鉴定工作。如鉴定内容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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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毒物名称 、 分子式 、 结构式 、 理化特性 、 分析方法 、 工艺

流程毒理学资料及毒性实验;毒性试验程序应包括试验内容

的选择 、 毒性试验条件 、 毒性试验 6 方面的内容;毒性鉴定

的内容和要求以及毒性的评价等项指标。 从事毒性试验的机

构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 《工业化学品毒性鉴

定实验室条件及工作准则》 的相关条件。 通过规范化的毒性

鉴定与评价 , 务求达到工业化学品的生产和供应企业能提供

符合规范的毒性鉴定资料 , 而使用者能确保使用有安全标签

和安全技术说明书的化学品。

4　加强化学品安全使用知识的宣传教育与服务 , 做好原生级

预防

中毒事故和其他职业危害事故一样 , 往往是由于管理不

善 、 设备缺陷 、 违章操作 、 防护不当及工人缺乏上岗前培训

等情况下发生的。此外 , 中毒事件还常由于人们对化学品有

关知识了解不足而对其过度使用 , 误用和滥用所引起。为此 ,

对企业管理者和工人加强预防观念的教育 , 进行化学品安全

使用知识 、 应急救援与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宣传培训 , 使职业

人群了解化学品危害及其预防的重要意义和方法 , 从而自觉 、

及时地防范职业危害因素对身心健康及环境的影响 , 尽可能

避免中毒及其他危害事故的发生 , 才是最基本而有效的预防

———原生级预防措施之一。广州市于 1998 年底对企业人群的

职业健康教育需求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企业人群普遍对职业

卫生知识了解不足 , 但几乎所有人群均迫切希望获得职业健

康教育 , 而获得教育的方式以自学 “职业卫生知识小册子”

的选择率最高 , 其次是岗前培训和看宣传墙报 , 也有少部分

人选择电话查询 、 常设专业机构接受咨询等受教育方式。 据

此 , 提出以下宣教措施。

4.1　编印职业健康教育知识小册子　以行业或单位为对象 ,

根据其所存在的毒物种类及其危险度评定结果 , 结合实际情

况和不同层次的群体 , 编制出科学实用 、 通俗易懂的小册子 ,

并发放到相应人群中 , 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 、 测验自学效果。

4.2　加强上岗前培训工作 、 定期举办各种学习班　针对不

同层次人群 , 分别举办各类培训学习班 , 务求强化企业领导

的职业安全卫生意识与法规观念 , 使企业安全卫生管理人员

熟悉安全卫生业务 , 提高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 , 再由安全卫

生管理人员逐级对各班组或接触不同职业危害的作业人员进

行岗前和定期培训及考核。培训内容可取自己进行危险度评

定的化学物质信息资料库或相应的知识小册子 , 做到既有科

学道理和依据 , 又能结合常见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 、

深入浅出的讲解 , 使学习者易于明白和接受 , 必要时可在劳

卫专业机构指导下进行 , 务求使每个作业者都对其自身岗位

危害情况及其防护 、 应急救援方法等有所了解并自觉地加以

应用 ,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危害事件的发生或减轻危害后果。

4.3　开展作业现场宣教工作　可在作业现场张贴一些有针

对性的 , 生动活泼 、 简单明了的宣传图片 , 把有关知识和注

意事项形象化地告知在场人员;也可悬挂或设置一些警示标

志 , 将该岗位的毒害情况及其简单的防护或应急救援方法标

示出来 , 以便作业者及其管理人员能及时而有效地加以应用。

可针对存在的化学品种类编制相应的 “信息卡” , 内容包括该

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如安全 、 燃爆 、 反应特性 、 毒性级别 、 最

高容许浓度等;该毒物侵入人体内的可能途径;主要的 、 早

期的中毒表现;中毒时的自救互救办法;个人防护措施;中

毒现场的应急或安全处理办法以及该毒物的储运规定;接触

者常规须注意的有关事项等。 广州市已于 1999 年推出 , 并于

2000年实施全市生产经营 (企)事业单位作业场所悬挂 “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信息周知卡” 计划 , 卡的内容将在国际劳工

局 “信息卡” 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或补充完善 , 以便更适合基

层实际并方便操作使用。除上述形式外 , 还可采取灵活多变

的办法如电话咨询 、 专业机构咨询 、 报纸 、 广播 、 电视等宣

传媒体来满足不同的实际需求。

通过加强上述有关方面的职业健康教育 , 将能有效地提

高广大职工人群安全使用化学品的知识 ,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及自救互救能力 , 减少环境污染 , 避免意外事件发生 , 从根

本上控制化学品的危害。

5　建立有效的通讯网络和防治组织体系

针对化学事故频繁发生 , 通过基础情况的模查和危险度

评定后 , 在做好宣传教育的同时 , 必须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或

事件制定完善的救援预案 、 防范措施和有关法律实施文件 ,

同时建立有效的组织防治体系如中毒控制中心 , 并利用已建

立的毒物信息网如咨询软件等 , 接受各种急性中毒报告 , 提

供包括中毒现场急救 、 中毒患者诊断 、 治疗 、 处理 、 毒物鉴

定与生物材料检测分析以及解毒药物的供应途径等方面的咨

询与服务 , 形成有效的通讯网络 , 并经常进行模拟演习以检

验预案或防范措施的可操作性 , 找出存在问题并及时加以完

善 , 以便有效控制化学事故 , 减少危害。

6　纳入法制管理 , 形成规范模式

化学危害的控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 必须常抓不懈。 必

须把上述工作纳入劳动卫生规范化管理内容之中 , 制定一些

有关的法律实施文件 , 才能确保上述规范模式的正确施行。

如可作为 《劳动卫生许可证》 考核标准 , 把化学品登记表作

为职业卫生档案内容 , 体现在考评分数上 , 缺该内容扣 2 分;

把化学品安全使用知识作为岗前三级安全教育及考核的劳动

卫生内容之一 , 体现在许可证考核分数上 , 缺有关内容扣 1

分;把作业场所悬挂或常备 “有毒有害化学物品信息周知卡”

作为文明生产 、 悬挂警示标志及现场宣传教育措施的内容之

一 , 并与岗前培训考核结合起来 , 没有悬挂或常备的在挂牌

的7 分内酌扣 , 现场作业人员对卡的内容不了解 (当场询问

或查三级教育考核卷)的扣 2 分。通过这样与法制管理相配

套 , 形成登记—建档—评定—宣教—监督与自身管理的规范

模式 , 并在该模式的循环过程中使对化学品的管理逐步得到

规范和完善 , 才能在充分利用化学品为人类作贡献的同时 ,

有效地控制化学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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