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000、 6 000 Hz平均听力损失 40 dB确定为观察对象 [ 4] 。据

此 , 本次调查只有 60人为观察对象 , 比按 GBZ49— 2002标准

确定的少 343人。因此 , 对观察对象的认定界限尚有待商榷。

噪声性耳聋发展缓慢 , 而高频听力下降是其早期征象 , 可以

说观察对象的听力改变是噪声性耳聋的预兆。科学 、 合理 、

及时确定观察对象 , 有利于加强对这部分人群的管理 , 防止

其发展为噪声性耳聋 。从保护工人听力的意义上讲 , 确定观

察对象的指标不宜过于严格。

关于噪声作业工人语言听力损伤及噪声接触剂量之间关

系的研究文章很多 , 其理论依据是等能量原理。我们通过对

飞机铆工噪声接触水平和听力状况的调查 , 发现在噪声接触

水平 (LAeq8h)为 84.2 ～ 92.4 dB(A)的条件下 , 轻度听力

损伤发病率为 1.8%, 最短发病工龄 7年 , 基本上随工龄的增

长而增高 , 听力损伤发病工龄长短不一 , 不能完全用等能量

原理来解释 , 可能与个体的易感性有关。本次调查 , 检出 5

名对噪声易感者 , 在同样的噪声环境中可能较其他人会先出

现噪声性耳聋。根据对噪声敏感者的定义 , 对拟从事噪声岗

位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听力测定 , 建立听力档案 , 每年对在

岗人员进行听力检查 , 筛查出噪声易感者 , 采取积极的预防

措施 , 是保护职工听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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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2006年保定市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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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收集 1994 ～ 2006年间保定市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资

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化工和金属冶炼企业是我市职

业中毒的重点行业 , 6 ～ 9月是中毒事故多发月份 , 硫化氢是

中毒死亡率最高的化学品 , 违规操作和缺乏职业卫生知识是

导致中毒事故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上述中毒发生特点 , 应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中毒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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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我市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规律 , 有针对性

地制定防范对策 , 我们对保定市近 13年来发生的急性职业中

毒事故进行了分析研究 , 并提出了相应防治对策 , 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1994 ～ 2006年发生在保定 25个县 (市 、 区)的职业中毒

事故的劳动卫生学调查报告和中毒病例个案调查资料。

1.2　分析方法

对中毒事故分别进行时间 、 毒物种类 、 行业分布以及中

毒场所情况 、 企业类型 、 事故原因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1994 ～ 2006年全市共发生各类急性职业中毒事故 29起 ,

年平均 2.2起 , 中毒 1 016人 , 平均每起中毒 35人 , 共中毒死

亡 31人 , 占 3.05%, 单起中毒人数最少 1人 , 最多 263人。

2.2　时间分布

29起中毒事故中 , 18起发生在 6 ～ 9月份 , 占 62.07%,

中毒人数 940人 , 占 92.52%。 6 ～ 9月份气温较高 , 影响作业

工人休息 , 违规操作时有发生 , 造成急性中毒事故几率增加。

2.3　毒物种类与分布

造成中毒事故的毒物共 13种 , 其中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氯气 、 二氧化硫 、 砷化氢引起的中毒共 20起 , 占 68.97%,

中毒人数 710人 , 占 69.88%, 死亡 27 人 , 占死亡人数的

87.10%。其中硫化氢中毒 5起 , 中毒人数 23人 , 死亡 12人。

2.4　行业分布

发生中毒的行业涉及 9个 , 其中化工和金属冶炼占 15

起 , 占 51.72%, 中毒人数 917人 , 占中毒总人数的 90.25%。

表 1　引起中毒毒物统计

毒物名称 中毒起数 中毒人数 (%) 死亡人数 (%)

一氧化碳 6 53 (5.22%) 11 (35.48%)
硫 化 氢 5 23 (2.26%) 12 (38.71%)
氯　　气 3 266 (26.18%) 0

二硫化碳 2 161 (15.85%) 0

砷 化 氢 4 207 (20.37%) 4 (12.90%)
甲　　苯 1 263 (25.89%) 0

氨　　气 1 　4 (0.39%) 3 (9.68%)
苯　　胺 1 12 (1.18%) 0

磷 化 氢 1 　2 (0.19%) 0

汽　　油 1 　1 (0.10%) 0

二氯甲烷 1 　1 (0.10%) 0

氮氧化物 2 16 (1.57%) 1 (3.22%)
环氧树脂 1 　7 (0.69%) 0

合　　计 29 1 0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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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生中毒的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发生 9起 , 中毒 316人 , 死亡 6人 , 死亡率

1.89%。个体民营企业发生 20起 , 中毒 700人 , 死亡 25人 ,

占 3.57%。个体民营企业的中毒死亡率高于国营企业 , 造成

3人以上死亡的事故 6起 , 其中 4起发生在个体民营企业。

2.6　中毒场所

发生中毒的作业场所主要以化工厂操作环境及周边为主 ,

其次为密闭空间。密闭空间中毒的死亡率最高 , 共发生密闭

空间中毒 4起 , 毒物全部为硫化氢 , 分别发生在造纸厂储浆

池 、 制革厂污水沉淀池 、 化纤厂酸浴车间储酸罐 , 中毒 18

人 , 死亡 11人 。由密闭空间所引起的中毒事故死亡数占总死

亡数的 35.48%。 4起中毒中有 3起为一人中毒多人参加抢

救 , 相继中毒或死亡 , 由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非常惨痛。加

强密闭空间作业场所的管理和职业卫生安全教育是我市预防

职业中毒事故的重点工作。

2.7　发生中毒事故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违反操作规程 , 在 29起中毒事故中 , 因违规

操作导致中毒的有 21起 , 占 72.41%。其次是操作工人缺乏

安全知识和意识。此结果表面上反映的是工人的安全责任意

识不强 , 麻痹大意 ,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 侥幸操作。实质上

反映的是企业领导和安全管理部门不重视安全规章的实施和

监督 , 忽视对职工的安全教育 。

3　防治对策

3.1　加强重点行业的监督管理　29起中毒事故中有 8起发

生在化工行业 , 占 27.58%, 共中毒 690人 , 其中一起甲苯泄

漏事故造成 263人中毒。化工行业是目前和今后防治急性中

毒事故的重中之重。

3.2　加强重点毒物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由一氧化碳引起的

急性中毒有 6起 , 硫化氢引起的中毒有 5起 , 以上 2种毒物

造成的中毒死亡人数为 23人 , 为中毒死亡总人数的 74.19%。

一氧化碳和硫化氢都属于窒息性气体 , 极易造成相互抢救 、

相继死亡的惨痛事故 。所以 , 应把存在和可能产生一氧化碳

和硫化氢的作业场所作为职业卫生管理的重点。 科学评价作

业场所的安全效果 , 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说明 , 安装自动报

警装置 , 达到有效预防中毒事故的目的 , 同时对二氧化硫 、

氯气 、 氨气的危害也应引起足够重视。

3.3　加强密闭空间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密闭空间由于具有自

然通风差 , 与外界联系困难的特点 , 一旦发生中毒难以实施

抢救措施。从全国职业中毒事故看 , 密闭空间引起的硫化氢

中毒事故多为重大事故 , 提示我们应加强密闭空间的职业卫

生管理 , 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 。

3.4　加强防护知识培训　本次分析的 29起中毒事故中 , 事

故主要原因为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有 21起 , 缺乏职业卫生知

识引起的 16起 , 有 9起是由于不使用防护用品引起的 , 提示

我们应加强安全制度的监督落实和工人的职业病防治和中毒

防护知识的教育。

3.5　加强多发事故季节的监督管理　在中毒事故多发时段 ,

特别应加强安全教育和巡检工作 , 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3.6　加强我市职业卫生监督队伍和中毒控制网络建设　我市

专兼职职业卫生监督人员 186名 , 公共卫生专业大学以上学

历仅 39人 , 占 21%, 无学历人员 36人 , 占 19.3%, 远不能

满足我市职防工作的需要。建议建立职业卫生人才建设规划 ,

引进专业人才 , 培训现有人员 , 以适应我市职业卫生服务和

监督需求。

3.7　加强应急准备　企业要配备职业病防治专业人才 , 加强

作业场所监管 , 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并及早解决。防止跑 、 冒 、

滴 、 漏现象 , 对使用 、 产生高毒危害的单位加强管理 , 做好

应急预案 , 关键时刻使物力和人力拉得出 、 联得通 、 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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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市受伤害职工伤残鉴定 234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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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2年 1月至 2006年 12月在我市作伤残鉴定的

234名职工中 , 外地人占 77.3%, 以青壮年为主 , 男性占

89.7%, 多见于机械外伤 (占 92.3%)。致伤部位 410处 , 四

肢外伤占 82.7%, 其中骨折占 71.2%, 手指骨折或缺如占

53.2%。私有企业伤残职工占 81.2%, 操作工多见 , 农民工

占绝大多数。私有企业未参加工伤保险者占 70.0%, 公有与

私有企业参保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731, P<

0.001)。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者占 79.1%, 提示应做好岗前安

全培训工作 , 教育职工遵守操作规程;落实职工社会保障机

制 , 预防伤害发生 , 减轻用人单位与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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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事故发生后 , 用人单位和受伤害职工往往因赔偿的

争议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 , 伤害后的伤残鉴定对减少劳动纠

纷至关重要。现将近 5年我市 234份劳动能力伤残鉴定资料

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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