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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事故的调查与处罚

王丽华 , 毛建龙 , 刘卫艳

(杭州市卫生监督所 ,浙江 杭州　310004)

　　2003年 7 月 31日中午 , 本所接到某医院急诊室的电话报

告:该院于 7 月 30 日 20时左右 , 先后收治了 3 例来自杭州某

农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农化公司)的患者 , 初步确诊为急

性硫酸二甲酯 (Dimethyl sulfate , DMS)中毒。受市卫生局的委

托 , 本所立即组织调查组依法对该事故进行了立案调查 , 并

依据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 对该案管理相

对人实施了卫生行政处罚 , 现就本案报告如下。

1　案情简介

1.1　基本情况

该农化公司于 2000 年 2 月由乡镇企业转制 , 主要生产乙

酰甲胺磷农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DMS 作为催化剂 , 年使用

量约20 t左右。该企业共有职工 33人 , 属小型化工生产企业。

1.2　中毒发生经过

2003年 7月 30 日 , 该农化公司因高温避峰停电而停产 ,

一线工人全部放假回家休息 , 仅留部分后勤人员值班。 当日

上午8 时许 , 突然由江苏某厂运至该公司 7 t DMS , 仓库保管

员金某即组织 3 名值班人员 (非专职化学品装卸工)进行装

卸。

1.3　临床资料和诊断

3 例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分别为 45 、 47 和 49 岁 , 工种分

别为门卫 、 锅炉工和烘干工 , 从未接受过化学品安全装卸知

识的培训 , 也未从事过化学品的装卸工作。

3 例患者均眼刺痛 、 流泪 、 咳嗽 、 咳痰 、 流涕 、 声音嘶

哑 、 咽喉堵塞感 、 胸闷 、 头昏 、 恶心。2 人胸部 X线片示肺纹

理增多 、 增粗;并分别于手指和右胸前部位有直径 1～ 5 cm 大

小不等的多处紫褐色化学灼伤。经过一周的治疗 , 除皮肤灼

伤外 , 均痊愈出院。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 、 患者可靠的 DMS 职业接触史 、 典型

的临床表现并经鉴别诊断后 , 诊治医院依据 GBZ40—2002 《职

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诊断标准》[ 1] , 在集体会诊后做出医

疗诊断 , 2 例患者为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轻度中毒 , 1 例患

者为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刺激反应 , 并出具诊断证明。

2　调查与处理

2.1　个案调查

在接到报告后 , 由专业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调查组首

先到医院对患者进行个案调查和病情核实。由于患者均有程

度不同的呼吸道急性病变和刺激反应 , 无法进行交谈和制作

询问笔录 , 只能对事故发生经过进行简单的了解 , 掌握了事

故发生的基本线索后 , 重点向诊治医院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

疗情况。在病人病情好转后再逐个进行详细的了解并制作询

问笔录。

2.2　现场调查

进入农化公司生产现场调查时 , 该公司仍在继续生产中。

DMS仓库和投料作业场所无机械通风装置 , 无警示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书 , 作业岗位无安全操作规程 , 场所附近未设置

红色警戒线 , 无应急救援设施 、 通讯报警装置和个人防护用

品。

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 , 该公司领导缺乏最基本的职业安

全和卫生管理知识 , 对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缺乏了解 ,

未按要求对从事有毒物品作业的工人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 ,

有毒作业工人未经上岗前职业安全卫生培训和考核合格上岗 ,

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未按要求进行职业病危害的监测和评价 ,

生产中使用的有毒化学品无明显标识 , 公司未制订突发事件

应急救援预案。

调查中 , 对该企业负责人 、 中毒事故相关人员和中毒患

者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 , 详细了解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

制作了询问笔录。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本次 DMS 中毒事故的

发生经过确认无疑后 , 考虑到 DMS 的高度危害性和本案发生

过程的特殊性 , 不宜再进行现场模拟试验。

2.3　控制措施

鉴于上述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 根据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

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的有关规定 , 调查组当即采取临时控制

措施 , 向该企业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 , 责令暂停储运和使用

DMS作业 , 并限期整改。在整改期间 , 卫生监督机构多次对

该公司进行现场指导和帮助 , 在组织对该公司进行全面的复

查验收基本达到整改要求后 , 于 8 月 25 日依法解除临时控制

措施。

3　卫生行政处罚

通过全面深入的现场劳动卫生调查和取证 , 查清了该公

司的违法事实 , 获取了与该中毒事故相关的证据 16 份。调查

终结后 , 调查组人员依法进行了合议 , 认为农化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30日发生的职业性急性硫酸二甲酯中毒事故事实成立 ,

引起该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该公司违反了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

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的有关规定 , 职业中毒事故防范措施不

当所造成的 , 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根据认定的主要违法事实 , 该案违反了 《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第十二条 、 第十六条 、 第十九条 、

第二十一条 、 第二十六条 、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鉴于该公司

在事发后能积极配合事故调查 , 妥善安排对中毒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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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复 , 并能在限定的时间内积极整改并达到整改要求 , 主

动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和切实消除事故隐患的实际 ,

同时充分结合本案违法事实的性质 、 情节及社会危害和影响

程度 , 经合议后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 最终决定予以警告 , 罚

款 5万元的处罚。当事人未申请行政复议 , 也未提起行政诉

讼 , 自觉履行处罚决定的各项内容 , 本案顺利结案。

4　讨论

4.1　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取证结果分析 , 企业缺乏严格的职业安全

管理制度 , 领导安全防范能力和意识差 , 违反国家有关使用

高毒类化学品的管理规定 , 职业中毒事故防范措施不当 , 是

导致发生本起职业性急性 DMS 中毒事故的直接原因 , 教训十

分深刻。

4.2　坚持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 是本案顺利履行的关键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 , 不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劳动卫生调

查和取证 , 使本案事实清楚 、 认定依据正确可靠 , 证据确凿

充分 , 符合法定程序 。同时在调查处理过程中 , 更注重对企

业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的控制并作为本案

的重点来抓 , 及时采取了临时控制措施和限期整改措施 , 指

导和帮助企业做好有毒作业场所的职业危害防护和控制措施 ,

始终坚持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使管理相对人深刻认

识到法律法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严肃性 、 权威性和

必要性[ 2] , 感受到卫生行政执法的目的不是处罚 , 而是督促 、

规范企业自觉做好对劳动者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障工作。 本

案是我市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使用有毒

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颁布以来实施的第一起罚款数

额较大的职业卫生行政处罚案 , 本案的顺利履行结案 , 为本

市开展职业卫生监督工作和职业性急性中毒事故的调查处理 ,

提供和积累了经验。

4.3　必须加强对小型工业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

近年来 , 小型企业的职业中毒事故频发 , 究其根本原因

是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低和法制意识淡漠。 因此 , 在职业

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 , 不仅应加强对企业负责人的职业病防

治法律法规的培训 , 还应进行使用有毒化学品的职业病防治

知识的培训和监督指导 , 并重点加强对化工等污染严重企业

的整治 , 切实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 以杜绝此类职业中

毒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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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区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分析

林平 , 吕金标

(台州市黄岩区卫生监督所 , 浙江 台州　318020)

　　黄岩区乡镇企业较为发达 , 经初步调查 , 存在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用人单位 459家 , 通过对有关法规的宣传 、 培训 、 检

查 、 督促 , 大部分企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

1　申报情况

1.1　行业分布

459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化工 、 工艺品家具制造 、 铸造 、 机

械和制鞋行业 , 共有职工27 536人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

动者 5 009人。 目前已有 372 家进行了申报 , 总申报率为

81.05%。各行业申报率分别为化工 80% (76/95), 工艺品家

具制造 84.13% (175/ 208), 机械 68.57% (24/35), 胶粘剂生

产 55.56% (5/9), 染发剂生产 100.00% (6/6), 制鞋业

83.33% (15/ 18), 铸造业 84.21% (32/38), 其他 78.00%

(39/50)。

1.2　经济性质分布

各类经济类型中以国有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率最高 ,

均达 100%;其余依次为私营企业 88.37% (38/43), 其他

87.50%(7/8), 有限责任公司 86.07%(99/ 115), 股份合作企

业 78.49%(197/ 251), 外商投资企业 75.00% (3/4), 集体企

业 58.33%(14/24)。

1.3　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监测情况

各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明显不同 , 同一企业中存在

着多种有害因素。如工艺品为甲苯 、 木尘 、 二甲苯 , 建材为

石尘 、 水泥尘 、 矽尘 , 胶粘剂为二异氰酸甲苯酯 、 二氯乙烷 、

甲苯 , 制鞋为甲苯 、 二甲苯 、 苯 , 染发剂行业以对苯二胺为

主。申报时 , 递交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监测资料的有 117家 , 监

测率 31.45%, 总合格率 96.98%;其中机械 、 胶粘剂 、 染发

剂 、 其他的点合格率为 100%(23/23 , 27/27 , 16/16 , 15/15),

化工 99.67% (305/306), 制 鞋 99.06% (210/212), 家 具

99.00%(99/ 100), 工艺 98.77 (802/ 812), 铸造行业合格率最

低 50.96%(45/79), 与其他行业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2　问题与对策

2.1　由于各种原因 , 卫生行政部门尚未掌握辖区内所有企

业 , 在已掌握的用人单位中 , 申报率仅有 81.05%, 经多次催

报 、 责令改正 , 仍有 77 家企业未进行申报 , 可见用人单位对

申报的意义尚未理解 , 对 《职业病防治法》 认识不够 , 甚至

有些负责人对本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根本不知 , 申报

更无从谈起。改变现状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 第一 , 加大宣传

力度 , 使用人单位明确职责和义务 , 并建议用人单位委托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或监督机构对本企业职业病危害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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