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窒息性气体中毒事故调查
蒋琦莲 , 柳元 , 陈启玲 , 韦光毅 , 赵临桂

(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广西 柳州　545001)

　　2007年 3月 5日 , 我中心接到一矿井发生突发性中毒事
故的报告 , 立即组织前往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及事故经过

事故矿属股份制企业 , 主要生产铅锌 , 已有十多年的开

采历史。该矿因春节停工 20天 , 事发日即 3月 5日恢复生

产。上午 9:40时 , 6名矿工在未对洞内进行送风换气处理的

情况下 , 将抽水设备抬到矿井作业点欲抽出井内积水。他们

从洞口主矿道向矿井深处水平前进 600 m, 再向右侧叉道行进

40 m到达通风道口 , 有 3人抬着抽水泵向安全通风斜道下行

约 15m, 感觉头晕 、 头痛 、 呼吸急促 、 四肢无力等不适 , 当

即撤回安全通风道入口处就地休息。约 20 min后 , 一工人独
自向斜道下前行查看 , 前行约 20m即昏倒 , 另 2名工友发现

后立即前往抢救 , 也晕倒在斜道上 , 在斜道入口的另外 3人

见状不敢再贸然施救 , 遂抬来鼓风机向斜道内送风 , 10 min

后 , 将昏倒在斜道处的 3人抬到井口 , 3人已死亡。

2　现场调查及检测

事发矿主矿道长 1 200 m, 直径 3.5 ～ 4.0 m, 事故地点距

主矿道口约 660 m。当时 3名工人抬着抽水泵向安全通道下行

时未佩戴任何防护用具 , 现场也没有采取通风措施。由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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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 对现场已进行过充分的通风 , 故事发当时未能进行检测。
于当晚分别在主矿道 600 m处 、 叉道 、 通风口作了氮氧化物 、

一氧化碳 、 二氧化碳 、 硫化氢 、 氧含量测定 , 结果是各点氮

氧化物 、 一氧化碳 、 硫化氢浓度均为 0, 二氧化碳未检出 , 氧

含量为 21.0%。事故地点未能进入检测。

事故发生后 , 有关部门已责令其停产 , 经过半个月关闭

后 , 在配戴好防护的情况下 , 对事故发生地再次进行了检测 ,

结果在通风道下行斜道 15m、 20 m及积水面检测二氧化碳浓

度分别为 34 821、 52 232、 87 045 mg/m3 , 超过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2— 2002)规定的短时间职业接

触容许浓度的 0.9 ～ 3.8倍 , 空气中氧含量为 4.6% ～ 13.0%
(<18%);一氧化碳 、 氮氧化物浓度未超标 , 硫化氢和甲烷

未检出。

3　讨论

本次中毒主要是由于矿道长时间封闭造成二氧化碳的积

聚 , 而矿工在进入矿道时 , 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通风换气 ,

且没有配戴任何防护;又由于缺乏基本的安全救护知识 , 从

而导致多人中毒死亡事故的发生。

本次中毒者进入事故现场时 , 短时间内出现头晕 、 头痛 、

呼吸急促 、 四肢无力等不适 , 及时脱离现场 , 症状缓解;而

中毒较重者 , 迅速昏倒 , 未能及时抢救 , 中毒加深 , 出现昏

迷 , 直至闪电样死亡 , 因而具有二氧化碳中毒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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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亚硝酸盐食物中毒调查
陈凡 , 张迅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辽宁 沈阳　110031)

　　某商店 4名职工食用在市场内个体摊主购买的 4个酱鸡

架 (老汤 500 ml)后 , 约 15min先后出现头昏 、 头痛 、 恶心 、

呕吐及典型发绀等中毒症状。现报告如下。

1　现场调查

事发后对个体熟食加工店进行卫生学调查 , 检查现场发
现有一瓶装食品级亚硝酸盐 , 已使用了约 200 g亚硝酸钠煮制

鸡架。个体摊主在加工过程中用手抓直接投入 , 显然对使用

量未加严格控制。 调查时个体摊主已将煮鸡架的老汤倒掉 ,

并承认在老汤中添加亚硝酸钠 。对病人吃剩的食物进行检测 ,

检出酱鸡架的亚硝酸盐含量为 286 mg/kg, 煮面条老汤的亚硝

酸盐含量为 5 778.1 mg/kg。

2　临床资料

4名患者均表现为头晕 、 头痛 、 恶心 、 呕吐;口唇 、 指甲

及全身皮肤 、 黏膜出现不同程度发绀等体征。立即对 4名患

者进行洗胃 、 导泻 、 吸氧 , 并应用 1%亚甲蓝 5 ml加入 25%

葡萄糖溶液中 , 缓慢静脉注射 , 隔 2 ～ 4 h重复使用一次 , 维
生素 C1 ～ 3 g加入 10%葡萄糖溶液 1 500 ～ 3 000 ml中 , 静脉

滴注 , 直至发绀症状消失。 4名患者血 、 尿常规均正常 , 心肺

功能正常 , 高铁血红蛋白因医院条件所限未测。患者住院治

疗观察 2 d, 痊愈出院。

3　讨论
3.1　亚硝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 , 具有保持肉制品亮红色泽 、

抑菌和增强风味的作用 , 但必须严格控制使用范围和使用量。

根据 GB2760— 1996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规定 , 肉制

品中亚硝酸钠最大使用量为 0.15 g/kg, 亚硝酸钠残留量不得
超过 0.03 g/kg。本次中毒事件中 , 个体熟食加工店的人员在

生产酱鸡架过程中未按照国家标准严格控制亚硝酸盐的使用

量 , 在发病者所食食物中亚硝酸盐检出量已远远超过国家标

准的规定。故可以判定这是一起因摄入了含过量亚硝酸盐的

面条 、 酱鸡架引起的食物中毒 。

3.2　本次事件再次提示 , 应加强卫生监管部门间的协作 , 综
合治理市场经济秩序 , 杜绝滥用发色剂和防腐剂的行为 , 特

别是对个体熟食加工点 、 工地民工食堂等要加大监督执法力

度 , 积极改善卫生条件。

3.3　目前亚硝酸盐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管理仍存在安全隐
患 , 监管部门应引起重视 , 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 ,

举报加工行业的违法违规现象;加强宣传有关知识 , 提高市

民自我保护和对有毒物质 (亚硝酸盐)的防范意识 , 以减少

或杜绝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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