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职工的健康。

本次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知识的调查显示 , 企业女职工

对劳动保护知识得分的优良率较企业法人高 , 女工学历越高

知识得分也越高 , 随着工龄的增加不及格人数也有所增加 ,

曾接受生殖保健知识宣传的女职工较企业法人多。可以看出 ,

我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女职工

自我保护意识有所提高 , 但是企业法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知

识的学习和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企业女职工委员会应抓住机遇 , 向企业领导广泛宣传国

家关于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法律法规。 有关部门要

定期对企业经营者 , 特别是对新建企业的经营者进行 《劳动

法》 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等法律法规的培训 , 使他们

了解和掌握法律法规的内容 , 重视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利

用多种形式在女职工中 , 特别是在一些新建企业的女职工中 ,

广泛宣传劳动保护的相关知识 , 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 , 自觉维护自身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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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密闭空间职业中毒的发生规律 , 有针对性地

制定控制对策。 1993— 2008年期间无锡市共发生密闭空间职

业中毒 22起 , 共造成 69人中毒 , 其中死亡 24人 , 平均每起

事故中毒死亡人数为 1.09人。事故主要发生在市政建设 、 船

舶修造 、 冶金工业等行业 , 其中市政建设行业密闭空间中毒

事故全部发生在夏季。 毒物品种主要是硫化氢 、 有机溶剂 、

窒息性气体。落实责任主体 , 强化用人单位危害认知与教育

训练 , 加强职业安全卫生日常监管 , 完善密闭空间作业管理

制度乃主要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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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空间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 , 进出口受限 , 自然通风

不良 , 仅容纳 1人进入并从事非常规 、 非连续作业的有限空

间。为探讨密闭空间职业中毒的发生发展规律 , 有针对性地

制定控制对策 , 为政府部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提供

依据 , 我们对无锡市 1993— 2008年期间发生的密闭空间职业

中毒事故进行了分析 , 结果如下。

1　资料来源

来自无锡市 1993— 2008年急性职业中毒登记 、 现场职业

卫生学调查和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报告。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资料

1993— 2008年期间无锡市共发生密闭空间职业中毒 22

起 , 共造成 69人不同程度的中毒 (表 1), 分别占同期全市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总数的 25.29% (22/87)和 20.97% (69/

329), 其中死亡 24人 , 占同期全市急性职业中毒死亡人数的

53.33% (24/45)。中毒者全部为男性 , 年龄 19 ～ 40岁 , 工

龄最短者 1天 , 最长者 14年。其中有人员死亡的事故数占总

起数的 68.18% (15/22), 而单一事故中死亡人数 1人以上的

事故数占总起数的 27.27% (6/22);平均每一起事故的中毒

死亡人数为 1.09人 , 远远高于同期急性职业中毒事故 0.67

人 /起的平均死亡人数。

2.2　发生中毒的时间

22起中毒事故中 , 15起发生在 4 ～ 9月份 , 分别发生 2、

3、 2、 2、 3、 3起 , 占 68.18%;中毒人数 37人 , 占 53.62%

(37/69);其中死亡 18人 , 占 75% (18/24)。其中市政建设

行业 (主要是污水管网作业) 10起密闭空间中毒事故全部发

生在 6 ～ 9月份。

2.3　发生中毒的毒物种类

22起密闭空间中毒事故的毒物品种主要是硫化氢 、 有机

溶剂和窒息性气体。其中硫化氢中毒 14起 , 占 63.63% (14/

22), 中毒人数占 48.89% (22/45), 死亡人数占 79.17%

(19/24);有机溶剂中毒 4起 , 占 18.18% (4/22), 中毒人

数占 17.78% (8/45), 死亡人数占 8.33%(2/24);其余 4起

是由于氮气 、二氧化碳引起的缺氧窒息事故 , 中毒 15人 , 死亡

3人。

2.4　发生中毒的行业系统分布 (表 1)

表 1　1993— 2008年无锡市各行业密闭空间

职业中毒伤亡人数分布

行业分类
中毒伤亡人数

中毒 死亡
中毒起数 构成比 (%)

市政 18 12 10 45.45

船舶 6 5 3 13.64

冶金 12 2 3 13.64

纺织 2 3 2 9.09

化工 3 2 2 9.09

其他 4 — 2 9.09

合计 45 24 22 100

表 1可见 , 中毒死亡事故大多发生在市政建设 、 船舶修

造 、 冶金工业等密闭空间作业比较频繁的行业。其中市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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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业(主要是污水管网作业)的中毒事故所占比例最大 , 达

45.45%, 且往往是 3人以上中毒或死亡 1人以上的重大事故。

2.5　密闭空间中毒原因分析

任何一起中毒事故的发生 , 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造成的 ,

必须考虑中毒源 (化学毒物)、 环境 (工作场所)、 劳动者

(不安全行为)及时间等多方面因素。

由表 2中可知 , 大多数的中毒事故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

用人单位没有对劳动者实施足够的职业安全卫生培训 , 占总

中毒事故起数的 77.27%, 其中又有许多因没有接受相关的应

急救援训练盲目施救中造成中毒伤亡;其次分别为未测定空

气中氧气及有害气体浓度 、 未配戴防护器具 、 未实施通风换

气 、 未建立安全操作规程及外包单位未尽告知责任;少部分

为设备操作失当 、 缺乏警觉 、 空间狭窄与未设立警示标志。

表 2　1993— 2008年无锡市密闭空间职业中毒原因分析

中毒原因 起数 百分比 (%)

未测定空气浓度 16 72.73

未实施通风换气 13 59.09

未配戴防护器具 17 77.27
未建立安全操作规程 9 40.91

未实施监督检查 8 36.36
未实施教育培训 17 77.27

外包单位未尽告知责任 7 31.82

2.6　密闭空间中毒季节分析

夏季是市政建设行业 (主要是污水管网作业)硫化氢中毒

的高发季节。无锡市 6 ～ 9月份气温较高 , 一般都在 30℃以上。

高温造成微生物大量繁殖, 加速生物物质的分解过程, 产生大

量的硫化氢, 易于在低洼地方污水中积聚 , 造成夏季下水道 、

发酵池等密闭作业场所易发生中毒事故。另外气温高、 湿度大

影响作业工人休息 , 造成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的几率增加。

3　防治对策

由于用人单位职业安全管理重点均放在劳动者经常活动

的场所 , 对于不经常进入 、 接近或不为人员持续停留而设计

的密闭空间场所的作业安全则予以忽略 , 造成历年密闭空间

作业中毒事故居高不下。为避免此类中毒事件一再发生 , 针

对事故发生原因建议如下。

3.1　落实责任主体

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 ,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

人应对本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用人单位要认真宣

传贯彻 《安全生产法》 、 《职业病防治法》 和 《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 加强作业场所劳动保护工作 , 改善

安全生产条件 , 保证安全生产的投入 ,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

险因素 、 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上岗前和在岗期间要

实行安全叮嘱 , 提示安全措施并指导从业人员正确使用职业

防护设备和用品。

3.2　强化用人单位危害认知与教育教训

密闭空间作业安全首要的问题是对密闭空间危险源的正

确辨识。密闭空间作业大部分为清理 、 检查 、 维修等暂时性

作业 , 由案例中的事故原因分析可知大多数人员未察觉密闭

空间存在缺氧 、 中毒 、 火灾 、 爆炸等潜在危害 , 且未接受教

育训练。应该培训与密闭空间作业有关的所有人员 , 包括企

业主管健康与安全的领导 、 进入密闭空间的作业人员 、 在密

闭空间外的监护人员 、 抢险人员 、 辅助人员 、 安全管理人员

和安全监察人员等。 只有各方面对密闭空间作业的健康安全

问题重视起来 , 按照规范程序操作 , 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

密闭空间中毒事故的发生。

近年来 ,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配合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在市政建设等重点行业开展密闭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和

应急演练 , 制定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 每支施工队配置了直

读式气体检测仪 、 空气呼吸器等应急救援用品。污水管道作

业和污水处理作业密闭空间中毒事故 、 死亡人数呈明显下降

趋势 , 其中 2005— 2008年连续 4年无死亡事故。

3.3　加强职业安全卫生监管队伍建设 , 切实加强日常监管

各级职业安全卫生监管部门要根据各行业安全监管工作

的特点和要求 , 及时调整和充实熟悉相关业务的监管人员 ,

要做好相关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 使他们了解相关生产

工艺 , 掌握各类企业安全隐患及危险源辨识方法和安全检查

方法 , 拥有与监管工作相适应的业务知识 , 以满足职业卫生

监管工作的需要。

3.4　加强对外包 、 转包工程的安全监管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项目法人 (业主)要落实责任 , 强

化对外包 、 转包工程的安全监管 , 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

题。尤其要严格落实基层单位 、 人员的安全责任 , 加强现场

的安全监管 , 防止因外包 、 转包等因素导致安全监管缺失 ,

酿成生产安全事故。

3.5　完善密闭空间作业管理制度

首先 , 政府管理部门应加紧制订并执行密闭空间准入程

序与方法的标准和法规。 由于密闭空间及其职业危害的管理

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 各国政府都很重视。美国联邦职业安

全健康管理局很早就颁布了适用于工业生产中密闭空间的职

业安全与健康标准 《需要许可的密闭空间》 和有关的呼吸防

护标准。英国 1997年发布了 《密闭空间条例》;《澳大利亚健

康安全法》 、 《加拿大职业安全与健康条例》 和 《加拿大劳工

补偿法》 则专门对密闭空间作业的有关事项作了规定。

我国香港地区在 1973年制定了 《工厂及工业经营 (密闭

空间)规则》 , 并分别于 1981年 、 1989年和 1998年进行修

订。 2000年 6月初 , 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

部又出版了 《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与健康工作守则》。

但是 , 我国内地对密闭空间作业场所的立法还很不完善 ,

1991年以来陆续出台了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技术要求》 (GB12942— 91)、 《防止船舶货舱及封闭舱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16993— 1997)、 《呼吸防护用品

的选择 、 使用与维护》 (GB/T18664— 2002)、 《缺氧危险作业

安全规程》 (GB8958— 2006)、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

规范》(GBZ/T205— 2007)。但是 ,从近年来密闭空间中毒事故

不断发生的趋势来看 ,我国密闭空间的标准和法规远远不能适

应管理工作的需要 , 各有关监管部门应该联合起来 , 结合我国

的基本国情制订出适用 、有效和利于操作的标准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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