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χ2=17.95 , P<0.005)。

2.2　空气中铅浓度与血铅的关系

从表 1可见 , 血铅值随着接触空气中铅浓度的上升而增

加 , 经 F 检验 ,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F =106.85 , P <

0.01)。相关分析表明 , 空气中铅浓度与血铅呈高度相关 (r=

0.720 9 , P<0.01)。

表 1　空气中铅浓度与血铅的关系

组别 n
空气铅浓度
(mg/m3)

血铅浓度
(μmol/L)

对照组 45 0.008 0.970±0.434

低浓度接铅组 75 0.245 3.074±1.062

高浓度接铅组 52 0.755 4.122±1.110

2.3　血铅与接触工龄的关系

从表 2可见 , 与对照组相比较 , 接铅工龄<1 年组工人的

血铅值已明显升高 , 约为对照组的 3.5 倍。 随着工龄的增长 ,

血铅值虽有上升趋势 , 但经 F 检验 , 各接触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 (F=1.09 , P>0.05)。

表 2　血铅 (均值)与接触工龄的关系

组别
工龄

(年)
n

血铅浓度

(μmol/ L)

对照组 45 0.970

接触组 <1 10 3.349

1～ 52 3.557

2～ 29 3.581

3～ 17 3.538

4～ 7 3.663

5～ 12 3.610

2.4　吸烟对血铅的影响

从表 3可见 , 接触组不论吸烟与否 , 其血铅平均值显著高

于对照组 (P <0.01);接触组吸烟工人的血铅值与不吸烟工

人的血铅值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P <0.01)。而对照组内吸

烟工人血铅的平均值虽然高于不吸烟的工人 , 但其差异无显

著意义 (P>0.05)。

表 3　吸烟对血铅值的影响 μmol/ L

组别
不　吸　烟

n x±s

吸　　烟

n x±s

接触组 83 3.253±1.250＊ 44 3.943±1.076＊■

对照组 30 0.927±0.362 15 1.028±0.333

　　＊与对照组相比 P<0.01 , ■与不吸烟相比 P<0.01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 接触组与对照组工人的血铅含量差异有

非常显著意义 , 说明血铅含量与空气铅浓度存在剂量-反应关

系 , 与王世俊的报道相符[ 1] 。

调查的血铅值与接触工龄未呈相关关系 , 这可能与铅在

血中的代谢有关。因为血铅的半减期为 35 d , 而骨骼中铅的半

减期为 2 ～ 10 年 , 血铅大部分可通过生物膜与组织和器官交

换 , 将人体内 90%～ 95%的铅贮存骨内
[ 2]
。所以血铅只能反

映机体近期接触铅吸收指标 , 但不一定与体内铅总量相关[ 3] 。

接触组吸烟工人的血铅值高于不吸烟工人的血铅 , 差异

有非常显著意义 , 说明吸烟可加重铅作业工人的职业危害[ 4] ,

提示工人应戒烟 , 至少不在作业场所内吸烟。

本调查表明 , 作业场所铅污染问题较严重 , 已损害作业工

人的健康 , 应改革工艺 , 减少手工操作 , 使用铸造机和涂膏机

进行密闭生产 , 车间安装排烟除尘设施 , 使车间空气中铅浓度

达到卫生标准要求。同时应加强工人防护知识的教育 , 用好个

人防护用品 , 严禁在车间内吸烟 , 提高自我保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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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收集我省 1991～ 2000 年发生的 43起急性职业中毒

事故的劳动卫生调查资料 , 对事故发生的行业 、 企业 、 毒物

品种等进行统计分析。

关键词:职业;中毒;事故

收稿日期:2003-05-19;修回日期:2003-07-07
作者简介:杜晨阳 (1967—), 男, 陕西商县人 , 学士 , 主管医

师 , 现从事职业卫生监督工作。

中图分类号:R1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3)06-0368-02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突然 、 死亡率高 , 部分化学物质

扩散迅速 , 危及范围广 , 严重危害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的安

全健康 , 造成的社会危害较为严重。因此 , 做好急性职业中

毒事故的防范工作 , 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 已成为当前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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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十分重要的工作之一。现对我省近十年来 43 起急性职业中

毒事故发生的情况 、 原因进行初步统计分析 , 为建立我省重

大公共卫生事故应急反应机制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

我省 1991 ～ 2000 年间劳动卫生职业病年报表和 《急性职

业中毒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企业分布情况

43 起中毒事故中 , 发生在国有企业 11 起 , 乡镇企业 24

起 , 三资企业 7 起。中毒人数 741 人 , 其中乡镇企业 512 人 ,

占中毒总人数的 69.1%;国有企业为 88 人 , 占 11.9%;三资

企业为 141人 , 占 19.0%。

2.2　行业分布情况

由表 1 可见 ,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行业主要为化工系

统 , 占 78.7%, 其次为轻工 、 煤炭等系统。 中毒导致死亡构

成中 , 化工系统最高 , 占 42.3%;病死率煤炭系统最高 , 达

31.0%。

表 1　1991～ 2000年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行业分布

行业系统 中毒例数
构成比

(%)
死亡例数

构成比

(%)
病死率

化工 583 78.7 22 42.3 3.8

轻工 99 13.3 8 15.4 8.1

煤炭 42 5.7 13 25.0 31.0

其他 17 2.3 9 17.3 52.9

合计 741 100.0 52 100.0 7.0

2.3　毒物分布情况

由表2 可见 , 引起中毒事故的毒物品种主要为 5类。导致

中毒发生次数最多的是硫化氢 , 其次为一氧化碳和有机磷酸

酯类;引起中毒人数最多的是有机磷酸酯类 , 其次为一氧化

碳和苯及其化合物。 这 5 类毒物共造成 40 起职业中毒事故 ,

导致605 人中毒。其他引起中毒事故的毒物为三硝基甲苯 、 二

氧化碳和苯胺。

表 2　1991 ～ 2000年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毒物分布

毒物名称 事故起数
构成比

(%)
中毒人数

构成比

(%)

硫化氢 11 25.6 71 9.6

一氧化碳 10 23.2 130 17.5

有机磷酸酯类 8 18.6 201 27.1

氯 7 16.3 98 13.2

苯及其化合物 4 9.3 105 14.2

其他 3 7.0 136 18.4

合计 43 100.0 741 100.0

2.4　事故原因

事故的原因常为多因素的 , 按照主要直接原因 , 这 43 起

中毒事故 , 可分为 4大类 , 违章操作共计 21 起 , 占事故总数

的 48.8%;防护设备缺乏 、 不全 、 失效等问题共计 7 起 , 占

16.3%;跑冒滴漏 7 起 , 占 16.3%;管理混乱 8 起 , 占

18.6%。

2.5　事故发生时段

发生在停产维修阶段 14 起 , 占总事故数 32.6%;在恢复

生产阶段 13 起 , 占总事故数30.2%;发生在试运行阶段 9起 ,

占总事故数 20.9%;发生在常规生产状态下 7 起 , 占总事故

数 16.3%。

2.6　事故发生企业执行职业卫生 “三同时” 情况

43 起事故中 , 只有 17家在新 、 改 、 扩建设项目时 , 接受

了卫生部门职业卫生 “三同时” 管理。

3　讨论

从我省十年来发生的 43 起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可以看出 ,

我省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职业危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 乡镇企

业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又给我省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带来了

新的挑战。从行业分布我们可以看出 , 化工 、 轻工和煤炭系

统仍然是我们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行业。造成我省中毒事故

的前 5 位的毒物为硫化氢 、 一氧化碳 、 有机磷农药 、 氯 、 苯

及其化合物 , 占所有事故的 93.0%, 中毒人数占中毒总人数

的 81.7%。因此 , 对造成我省职业病中毒事故多发的常见毒

物 , 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门的控制措施 , 是有效控制我省中毒

事故的方法之一。从造成中毒事故的原因来看 , 违章操作占

到所有中毒事故的 48.8%, 可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管理 ,

增强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 同样也是防范职业中毒事故的重

要措施。从事故发生时的生产阶段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 , 职

业中毒事故经常发生在停产维修以及恢复生产阶段。这主要

是因为 , 在正常生产阶段 , 我们可以预见的毒物及其浓度

(强度), 在维修和恢复生产时 , 常常变得不可预计;同时在

维修和恢复生产时 , 我们常常忽视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防护

措施。

《职业病防治法》 及其配套规章 《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

理办法》 对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查处作出了明确规定 , 《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将重大职业中毒纳入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之中 , 要求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我们认为 , 有效遏制

职业中毒事故 , 首先必须从源头加以管理 , 强化预防性卫生

监督 , 新建 、 改建 、 扩建项目必须坚持 “三同时” , 对新工

艺 、 新产品的生产使用要严格进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 , 贯彻

预防为主的方针;其次 , 要制订适合我省特点的应急救援预

案 , 急性中毒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 涉及到多部门 、 多学科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必须以当地政府的卫生 、 工业主管

部门为首 , 建立自上而下的救援组织和网络 , 做好组织 、 人

员 、 技术 、 药品等方面的准备;此外 , 要高度重视职工上岗

前劳动安全卫生知识教育 , 增强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 掌握

自救和互救的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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