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急慢性职业中毒的发病情况

2003～ 2007年累计发生急慢性职业中毒 39例 , 无死亡病

例 , 除 2003年未发生职业中毒事件外 , 其余各年均有发生。

急性职业中毒主要为氯甲烷和氯气中毒;慢性职业中毒主要为

正己烷 、 苯和铅中毒 , 其中苯中毒发生 2起, 正己烷、 铅中毒

各发生 1起。各类职业中毒中以慢性正己烷中毒 、 慢性苯中毒

为主 , 分别占发病总数的 43.59%和 41.03%, 见表 5。值得注

意的是 , 其中铅中毒为蓄电池厂灌粉岗位 , 该工人工龄仅为

1.5个月 , 提示蓄电池行业铅危害现状值得进一步关注。

表 5　2003 ～ 2007年急慢性职业中毒构成

中毒种类 例数 构成比 (%)

慢性正己烷中毒 17 43.59

慢性苯中毒 16 41.03

急性氯甲烷中毒 4 10.26

急性氯气中毒 1 　2.56

慢性铅中毒 1 　2.56

合计 39 　100

2.6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皮肤病的发病情况

2004年诊断减压病骨坏死Ⅰ期 2例 , 其工种均为潜水员。

2005年诊断煤焦油致职业性黑变病 3例 , 均为焦化厂工人。

其余各年份未诊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皮肤病。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目前镇江市主要存在的职业病是尘肺和职

业中毒 , 其中以尘肺为主 , 这与我国其他地区统计分析结果

一致 [ 1～ 4] 。从发病种类看 , 矽肺 、 煤工尘肺 、 水泥尘肺病例

数占本市尘肺病例的前三位 , 而在本市企业新发尘肺病例中 ,

煤工尘肺则上升到第一位 , 原因可能与本市各辖市区内存在

大型发电厂 , 以及镇江市 90年代之前存在多个煤矿企业有

关。

近年来我市新发尘肺呈上升趋势 , 可见粉尘职业危害现

状不容乐观。同时职业中毒危害也值得重视 , 不仅平均发病

工龄相对较短 , 且大部分病例为制鞋业接触有机溶剂而引起

的群体慢性中毒。

2003 ～ 2007年间镇江市职业病发病情况 , 基本反映了本

市职业病危害状况及特点 , 表明对尘肺病和有机溶剂引起的

职业中毒的防治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重中之重。职业卫生安全监督和技术服务机构应加强职业

卫生监督监测 , 规范职业健康监护 , 加强职业病危害的源头

控制 [ 4] 。同时企业应改进生产工艺 , 完善作业场所的卫生防

护设施 , 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发生。只有通过各方面

的共同努力 , 才能有效控制职业病危害 , 切实保障广大职工

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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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取甘肃省内疾控中心 38个实验室进行防护设施

现状调查 , 为制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化学危害职业防

护规范提供依据。结果显示 29.5%的实验室未配备通风橱 /排

气罩 , 51.9%实验室所用压缩气瓶无隔离措施 , 2/3以上化学

实验室没有配备洗眼器 , 近 90%的实验室缺少应急冲淋装置。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化学危害防护设施现状不容

乐观 , 加快制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化学危害职业防护

规范十分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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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机构实验室不同于仅限于一般常规检验的实验室 ,

疾控实验室要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和化学恐怖事件 , 2003年 SARS事件后 , 国家加大了对疾

控机构的投入 , 疾控实验室业务量不断增大 , 涉及的专业越

来越广。长期以来 , 疾控系统实验室化学危害防护的相关研

究十分有限 , 相应的防护政策和管理制度不足 , 也未引起疾

控系统人员自身的足够重视。现对我省疾控中心实验室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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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护设施现状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按照区域位置将甘肃省分为东 、 中 、 西 3个地区 , 在每

个地区随机选取 2 ～ 4个市级疾控中心 , 对样本市再选择 2个

县级疾控中心 , 同时选取省疾控中心作为调查对象 , 对所选

取的 1个省疾控中心 、 9个市级疾控中心和 14个县级疾控中

心实验室防护设施进行调查 , 共调查省 、 市 、 县疾控中心可

能产生化学危害的 38个实验室。 《接触化学危害因素实验室

防护设施调查表》 通过长期大量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反馈及文

献资料的查阅 , 经专家评阅和方案审查后制定而成。

1.2　分析方法

采用 Epidata3.0数据录入 , SPSS13.0分析。

2　结果

被调查的实验室中常用的化学试剂有一氧化碳及煤气 、

汽油 、 二氧化硫及三氧化硫 、 氮的氧化物 、 氧化亚氮

(N2O)、 氧化物 、 氟化物 、 氰化物 、 砷和砷化物 、 硒 、 碲及

其化合物 、 钡盐 、 铍及其化合物 、 银及其化合物 、 乙炔 、 光

气 、 三氯甲烷 、 四氯化碳 、 二氯甲烷 、 氯乙烯 、 氯苯 、 甲醛 、

丙酮 、 乙醚 、 甲醇 、 乙二醇 、 甲酸 、 乙酸 、 一氯乙酸和三氯

乙酸 、 草酸 、 磷酸三丁酯 、 苯及同系物 、 苯酚 、 苯甲酸和苯

甲酸酯类 、 硝基苯及其化合物 、 苯胺及其衍生物 、 苯肼等。

2.1　实验室存放化学试剂的安全情况

在调查中发现 , 83.5%的实验室门带锁 , 有 16.5%的实

验室处于无锁状态 , 49.5%的实验室中存放化学试剂的冰箱 /

柜子不带锁。

省级实验室有 50%的化学试剂柜 (冰箱)带锁 , 市级仅

有 34.7%的化学试剂柜 (冰箱)带锁 , 而县级有 94.4%化学

试剂的冰箱 /柜子带锁。

2.2　洗手池 、 洗眼器及紧急冲淋装置 (见表 1)

表 1　不同级别实验室配备洗手池 、 洗眼器 、 紧急冲淋

装置情况

不同级别
实验室

洗手池 洗眼器 紧急冲淋装置

应有
数

实有
数

% 应有
数

实有
数

% 应有
数

实有
数

%

省级 21 19 90.5 6 0 0 6 0 0

市级 40 37 92.5 18 10 55.6 18 3 16.7

县级 14 14 100 14 1 7.1 14 1 7.1

合计 75 70 93.3 38 11 28.9 38 4 10.5

2.3　配备通风橱 /排气罩情况 (见表 2)

表 2　不同级别实验室通风橱 /排气罩设置情况

不同级别
实验室

应配备
总数

实配备
个数

% 有效个数
(或正常使用)

有效率
(%)

省级 20 12 60.0 12 100.0

市级 23 18 78.3 12 66.7

县级 18 13 72.2 11 84.6

合计 61 43 70.5 35 81.3

χ2 值 15.634

P值＊ 0.001

　　＊:省级与市级间比较

2.4　压缩气瓶放置方式

疾控实验室常用的压缩气体有:氢气 、 氮气 、 氧气 、 氩

气 、 乙炔气和二氧化碳等。 本次调查压缩气瓶放置方式各不

相同 , 不同级别实验室压缩气瓶放置方式见表 3。

表 3　不同级别实验室压缩气瓶放置方式

不同级别
实验室

压缩气
瓶总数

专柜存放
有报警仪

单独存放
管道送气

敞开存放
无隔离

n % n % n %

省级 10 0 0 7 34.6 3 65.4

市级 63 15 23.8 13 20.6 35 55.6

县级 8 0 0 4 50.0 4 50.0

合计 81 15 18.5 24 29.6 42 51.9

3　讨论

3.1　防护设施配备普遍存在不足

对 24个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38个实验室设施进行

的调查表明 , 29.5%的实验室未配备通风橱 /排气罩 , 2/3以

上化学实验室没有配备洗眼器 , 近 90%的实验室缺少应急冲

淋装置。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较以

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 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仍相对缓慢于医疗

事业的发展速度 , 对医务人员的化学危害防护问题更是重视

不够。在省疾控中心 , 被调查的接触化学危害的实验室均无

洗眼器和紧急冲淋装置 , 究其原因 , 省级疾控中心的实验室

按功能设置较细 , 洗眼器和紧急冲淋装置均配在与传染病相

关的实验室 , 接触化学危害的实验室因无洗眼器和紧急冲淋

装置等防护设施而存在化学危害防护隐患 , 归根到底 , 还是

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 SARS病毒爆发后 , 人们对生物安全

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化学危害 , 但一旦出现化学危害事故 , 因

实验室设置均在一起 , 必然 “城门失火 , 殃及鱼池”。因此 ,

提高管理人员的化学危害防护意识迫在眉睫。

3.2　化学危害实验室存在安全隐患

实验室的门锁系统是否安全既关系着实验室中人员 、 物

品的安全 , 也可以防止外来人员误入实验室造成事故。本次

调查发现 , 有 16.5%的实验室处于无锁状态 , 49.5%的实验

室中存放化学试剂的冰箱 /柜子不带锁 , 调查中同时发现有些

实验室存在有锁不锁和挂锁的现象。

使用易挥发 、 易燃 、 易爆 、 有毒化学品或暂时难以确定

危险性又急需实验的化学品 , 应在有安全防护设备的通风橱

中小心操作 , 防止意外事故 [ 1] 。本次调查显示 , 18.7%通风

橱 /排气罩不能正常使用 , 主要原因为实验人员防护意识差。

压缩气瓶如果放置不当 , 会引发实验室爆炸等安全事故。

压缩气体钢瓶必须分类分处保管 , 充装有互相接触后可引起

燃烧 、 爆炸气体的气瓶 (如氢气瓶和氧气瓶), 不能同存一

处 , 也不能与其他易燃易爆物品混合存放。本次调查显示 ,

有 51.9%的实验室所用压缩气瓶无隔离措施 , 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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