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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急性非职业性二硝基苯中毒事故调查
夏猛 , 李娟 , 王龙义 , 郭平

(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山东 淄博　255026)

　　2009年 7月 , 我市某区级医院和某市级医院先后收治了

5例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四肢青紫 、 口唇发绀 、 头晕 、 头痛 、

乏力 、 胸闷 , 恶心 、 呕吐等症状的患病儿童 , 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接到接诊单位报告后随即会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

关人员 , 对患者及事故发生现场进行调查 , 根据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和临床表现诊断为二硝基苯中毒 , 现报告如下。

1　事故经过及现场调查

2009年 7月 1日下午 15:30左右 , 某村 5名儿童放学后

先后来到本村西北角的一处停车场院外的水泥排水沟玩耍 ,

随后回到各自家中。 17:00左右几名儿童先后出现头晕 、 头

疼 、 乏力 、 胸闷 、 恶心 、 呕吐 , 进而昏迷 , 口唇甲床明显发

绀 、 手臂发黑等症状 , 家长随后拨打 “ 120” 急救热线于

20:30左右将 5名儿童送至某区医院抢救 , 次日 11:30左右

转往某市级综合医院继续治疗。

调查中毒事故发生现场时 , 停车场留守人员汇报 , 事故

发生的前一天停车场内有人曾将一包废弃多年且已经破损的

塑料编织袋包装的黄色粉末状物质清除到院外露天排水沟内。

排水沟的上端为废弃停车场的后院墙 , 后墙有一扇便门可通

往停车场的院内;后院墙外的下端为一个干枯的水塘。 5名儿

童玩耍的地方及附近的空气中有特殊的苦杏仁气味 , 排水沟

内有散在的黄色粉末状不明物质。 5名儿童穿着夏季短袖衣

裤 , 有的儿童还在玩耍的过程中脱掉了衣服。次日调查人员

到达现场时 , 废弃停车场的留守人员已将中毒事件的发生现

场以水冲 、 土埋方式进行处理 , 并在排水沟附近设置障碍物 ,

阻止他人再进入事发现场。在废弃停车场院内后墙角下发现

有用泥土掩埋和水冲洗后残留的微黄色污水及少许黄色泥土 ,

现场空气中有淡淡的苦杏仁气味。调查人员随即在院内后墙

废弃物原堆积处附近采集土壤样品 2份 , 采集冲洗地面的残

存污水 1份。经实验室检测 , 现场所采集的土壤和污水中均

含有较高浓度的二硝基苯。 5例患儿发病急 , 病程进展快。周

围群众没有其他人发生中毒。

2　临床资料

中毒儿童均为男孩 , 年龄 7 ～ 10岁。主要表现有头晕 、

头疼 、 心慌 、 胸闷 、 恶心 、 乏力 、 食欲差 、 呕吐 , 口唇 、 甲

床明显发绀 , 四肢青紫等。入某区医院后患者意识渐清 , 但

出现头晕 、 恶心加重 , 口唇 、 甲床明显发绀 , 四肢青紫等。

给予高渗葡萄糖 、 维生素 C、 小剂量亚甲蓝治疗 , 随后在家

长的强烈要求下 , 患儿于次日转入某市级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入院查体:T36.5 ～ 37.1℃, P76 ～ 82次 /min, R16 ～ 20

次 /min, BP110 ～ 100/75 ～ 70 mmHg, 意识较清楚 , 语言清

晰 , 问话对答准确 , 自动体位 , 心肺听诊正常。 B超显示 , 2

例患儿肝反射欠佳 , 脾稍大。心电图示窦性心律不齐 1例。

口唇 、 耳廓 、 舌及指 (趾)甲发绀 、 四肢青紫等。实验室检

查:高铁血红蛋白含量 3例在 12%, 2例在 27%左右;海恩

丝小体 83% ～ 86%, 网织红细胞计数 3.6% ～ 4.0%。

临床诊断: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 患儿的临床表现以

及实验室检测等资料 , 参照 GBZ30— 2002 《职业性急性苯的

氨基 、 硝基化合物中毒诊断标准》, 5例患者诊断为急性二硝

基苯中毒 , 其中轻度中毒 3例 、 中度中毒 2例。

治疗和转归:患儿经清洗污染皮肤 、 吸氧 、 输液等抢救

措施 , 并使用高渗葡萄糖 、 亚甲蓝和维生素 C等治疗 , 症状 、

体征明显改善 , 于 1周后自动出院。

3　讨论与分析

3.1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 废弃的临时停车场事发前曾处

理过塑料编织袋包装的且已破损受潮的黄色粉末状不明物质 ,

该物质有苦杏仁味;中毒的儿童均接触过此物。 5例患病儿童

发病急 、 病程进展快。 周围群众没有其他人发生中毒。所有

中毒病人的临床表现基本相似 , 无传染性。实验室检测结果

表明 , 在事发现场所采集的微黄色污水及淡黄色泥土样品中

均含有高浓度的二硝基苯。根据发病情况 、 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 、 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测资料等综合分析判断 , 认定本

次中毒是由于有关单位和人员对有毒化学品保管 、 处理不善 ,

导致的一起急性非职业性二硝基苯急性中毒事件。

3.2　本次事故中毒的 5例患者为低年级学龄儿童 , 年龄最小的

7岁 、 最大的 10岁 , 不属于职业人群。但所接触的有害物质为职

业性有毒物质 , 为过去工业运输过程中遗留的工业废弃物, 因此

可以参照 GBZ30— 2002 《职业性急性苯的氨基、 硝基化合物中毒

诊断标准》 对中毒的患者进行诊断和处理。诊断 5例患儿为急性

非职业性二硝基苯中毒, 3例为轻度中毒 , 2例为中度中毒, 并

按照诊断标准中的治疗和处理原则 , 使用高渗葡萄糖 、 维生素

C、 小剂量亚甲蓝治疗取得良好效果。

3.3　该中毒事件发生后 , 立即对中毒的 5名儿童撤离污染区

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同时隔离污染区 , 限制闲杂人员出入。

责令当地有关人员用沙土 、 泥块掩埋有毒有害物质 , 并建议

环保部门对污染的地面土壤进行处理。

3.4　本次中毒事故是由于有关单位和人员对废弃的有毒化学

品二硝基苯保管 、 处理不善所导致的一起急性非职业性二硝

基苯中毒事件。因此要在当地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毒有害化学

品的运输 、 储藏和保管等基本知识的宣教 , 按照 《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要求经营 、 储存 、 运输有毒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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