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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报道一起发生在运输过程中违章作业引发的 2 , 4-

二硝基酚中毒事故 , 4 例作业工人在短期接触后引起急性中

毒。对该事故的发生经过 、 中毒过程 、 临床资料 、 中毒诊断

与治疗 、 预防与处理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2 , 4-二硝基酚;中毒;事故调查

中图分类号:O625.613;R1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4)02-0111-02

2001年 9 月 24日凌晨 , 我市发生一起在运输过程中因违

章作业引发的 2 , 4-二硝基酚中毒事故 , 其中 4 名作业工人发

生急性中毒 , 现将调查与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1　现场调查

1.1　一般情况

某物流公司仓库 , 在约 300 m2 露天空地上散乱地堆放着

数十桶化学品物料 , 该物料包装容器是回收废桶 , 并贴有

“ 2 , 4-二硝基酚” 的标签 , 桶内装着棕褐色粉状结晶的化学品

物料。经现场勘察和货主确认 , 证实现场物料确为 “ 2 , 4-二

硝基酚” 。

经调查得知 , 该批物料共 50 t , 是在途经杭州时因铁路部

门拒绝托运 , 而借用了该场地进行转运的。 货主为使剩余的

10 t物料装入 6 t的货车内 , 擅自组织 2名民工 (李家兄弟俩)

将物料重新拆装 , 由 3 桶合并为 2 桶 , 并限时完成。 在此期

间 , 货主始终未将物料的毒性及防护告知工人 , 也未提供任

何防护用品。

1.2　中毒经过

2 名民工在 23 日接到该业务后 , 即于当日 18 时开始进行

分装和装车 , 大约 22 时 , 又另找了 2 名老乡和家属 (2 人)

一起帮忙 , 直到 24 日凌晨 1 时 30 分结束。 到 24 日凌晨 3 时

左右 , 李家兄弟俩首先出现胸闷 、 心悸 、 气促 、 大汗淋漓的

临床症状 , 遂急救入院治疗。大约 2 h 后 , 另2 名民工也相继

发病。

据患者家属描述 , 在进行分装作业时 , 2 名家属 (女工)

负责拆包 、 撑袋和扎口 , 而 4 名男工负责倾倒物料 , 由于体

力劳动强度大 , 操作时面对飞扬的粉尘 , 接触机会明显增加。

工人在作业时不仅毫无防护 , 还脱光了上衣 , 在结束作业时 4

名男性民工全身上下及鼻 、 口腔里都是棕褐色的粉末。根据

现场调查结果 , 初步认定引起本次中毒事件的职业危害因素

是2 , 4-二硝基酚 , 吸收途径主要是经呼吸道和皮肤 , 也存在

经消化道吸收的机会。

2　临床资料

4 例 2 , 4-二硝基酚中毒患者 , 初起病情急 、 症状重 , 以

发热 、 大汗淋漓 、 胸闷 、 气促 、 心悸 、 烦躁 、 血尿和褐色尿

等为主要症状。在发病的第 2 天起 , 陆续出现多器官损伤的

病理改变。4 例中毒患者中无明显的皮肤损伤 , 仅有 1 例病人

自述颈部皮肤刺痛 , 但经检查未发现皮肤有异常。 4例患者的

主要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见表 1和表 2。

表 1　4名患者主要的临床症状

患者 胸闷 心悸 气促
大汗

淋漓

疲乏

无力

体温

(℃)
脉搏 呼吸 心电图

李兄      38.3 130 38 —
李弟      38.8 120 33 +

李某      37.3 80 22 —
麻某      37.5 105 26 +

表 2　4名患者的主要检查结果

患者 X线胸片
肝胆胰

肾 B超
骨髓像 肌酐 尿素氮 镜下血尿

谷氨酸

转氨酶

磷酸肌

酸激酶
血糖

血小板

计数

中性粒

细胞%

淋巴　

细胞%

李兄 + + — ← ← ++ ← ← ← ↑ ← ↑

李弟 — + — ← ← ++ — ← ← ↑ ← ↑

李某 — + — — — — — ← — — — —

麻某 — + + — ← — — ← — — — —

　　注:B超 “ +” 为:1.脾大 , 2.胆囊壁毛糙;X胸片 “ +” 显示二肺纹理增粗;骨髓片 “ +” 提示:粒系 、 红系增生活跃 , 部分中性粒细

胞胞浆内含有中毒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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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经过:4例病人入院后均立即脱去污染衣服 , 75%酒

精擦洗 , 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 采用吸氧 、 纠正脱水和维持

酸碱 、 电解质平衡 , 保护重要脏器等急救措施 , 2 例重症患者

·11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4 年 4月第 17 卷第 2期　　Chinese J Ind Med　Apr 2004 , Vol.17 No.2



给予激素 、 床边血液灌流碳肾吸附治疗。治疗 2 ～ 3 周 , 痊愈

出院。

3　事故处理

事故发生后 , 在辖区政府的领导下 , 卫生 、 环保 、 公安 、

消防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参加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鉴于该

事故发生在危险化学品运输途中 , 此案在完成调查后移交公安

部门处理 , 由公安部门依据 《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有

关规定 , 封存了剩余的物料 , 依法对肇事的货主进行了行政处

罚 , 并督促业主承担了中毒患者的全部救治费用。

4　讨论

4.1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 , 中毒患者的中毒程

度与接触时间 、 作业方式相符合。李家兄弟连续作业时间长达

7 个半小时 , 在结束作业 1个半小时即出现中毒症状 , 并且也

是中毒最重的 2例患者。按照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

准总则》 GB16852.1—1997[ 1] , 本起职业中毒事故确诊 4 人为

2 , 4-二硝基酚中毒 , 其中 2人为重度中毒。 2 名家属经体检未

见异常。

4.2　2 , 4-二硝基酚属高度危害的化学品 , 大鼠经口 LD50为 30

mg/ kg , 是二硝基酚中毒性最大的[ 2] 。但由于其为结晶体 , 又

几乎不溶于水的理化性质 , 因此 , 一般作业状况下极少发生中

毒 , 国内未见有急性中毒的报道。本次事故是在一个特殊的作

业条件和接触方式下发生的 , 其教训深刻。

4.3　我国对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的安全管理早有规定 , 该货

主不仅缺乏基本的有毒化学品运输安全管理知识 , 更置法律于

不顾 , 擅自对有毒化学品进行分装 , 从而导致了本起事故的发

生。因此 , 必须强化对危险化学品储存 、 运输环节的法制监

督 , 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预防职业中毒防护知识的教育和

培训。

4.4　在对本次重症病人的救治过程中 , 卫生监督部门快速明

确病因 , 积极提供治疗信息 , 为临床采取针对性的治疗创造了

机会 , 取得了主动。由于在中毒早期即采用血液灌注治疗 , 对

挽救重症 2 , 4-二硝基酚中毒病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卫生监

督机构在调查处理突发事件时 , 与医疗机构 “防治结合 、 快速

反应 、 密切配合 、 积极探索” , 对消除事故危害的作用十分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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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个体制鞋业职业卫生调查

Investig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shoe-making enterprises in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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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市 26家个体制鞋业进行了职业卫生调查及对

196 名工人作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表明 , 个体制鞋业主要职

业危害因素是氯丁胶中含有一定量的苯;本次体检结果 5 人

发生慢性苯中毒 , 18 人诊断为观察对象 , 提示个体制鞋业防

护措施的重点是对苯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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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时期各地个体制鞋业发生多起中毒事故 , 为了解我

市个体制鞋业职业危害情况 , 我们对 26 家鞋厂进行了职业卫

生调查 , 报告如下。

1　职业卫生调查

全市目前现有个体制鞋业 26家 , 厂房简陋 , 其中 23 家属

家庭作坊式 , 车间高约 2.6～ 3.2 m , 平均面积为 25 m2 (14 ～

46 m2), 各工序大部分在同一车间 , 布局不合理。有 2 家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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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安有轴流风机 , 由于设计不合理 , 通风排毒效果不好。 其

他 24家均无任何排毒设施。生产工艺是用氯丁胶冷粘生产布

鞋。主要生产工序是:下料※制帮 、制底※棚楦 、围条※刷胶※

烘干※合鞋※脱楦※修鞋※成品。 每个鞋厂日产布鞋 120 ～

1 300双 ,生产时间每天平均 8 h。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是氯丁胶中含有一定量的苯及少量

的甲苯 、 二甲苯。对正在生产的 15 家鞋厂车间空气中苯及同

系物浓度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1　15 家鞋厂车间空气中苯及同系物浓度监测结果

工序
监测

点数

样品

数
项目

监测结果 (mg/m3)

平均 最高 最低

超标

倍数

采样

时间

刷胶 15 44 苯 13.46 16.24 11.85 1.34 工作2 h后

15 44 甲苯 7.62 9.34 5.76 不超标 工作2 h后

15 38 二甲苯 5.48 7.02 3.84 不超标 工作2 h后

烘干 13 40 苯 25.16 27.66 19.35 2.52 工作2 h后

13 40 甲苯 10.26 11.86 8.96 不超标 工作2 h后

13 36 二甲苯 12.14 14.35 9.78 不超标 工作2 h后

其他 10 24 苯 9.38 11.92 7.44 不超标 工作2 h后

10 24 甲苯 5.42 6.84 4.06 不超标 工作2 h后

10 20 二甲苯 4.12 5.34 3.54 不超标 工作2 h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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