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急性职业性硫化氢中毒事故调查
王瑜亮，吴国强

( 无锡市惠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无锡 214174)

2013 年 6 月 30 日，惠山区某造纸企业 PM1 生产线消音池泵

坑内突发 5 名操作工中毒，截至当日 24 时，中毒共 5 人，2 人昏

迷、3 人呼吸困难。我中心接到报告后遂即展开调查。
1 事故调查

事发于某造纸企业，化学制浆、清浆工序可产生硫化氢，

浆料池及输送管路、污水系统可致硫化氢蓄积。本次事故硫

化氢来自废料排放后在污水管道内蓄积。事发地为 PM1 真空

泵消音池泵坑，深约 2 m，底部面积约 6 m2，主要为造纸机

管道，需定期检修。泵坑半封闭，容积小，通风差，未设置

防护设施，无机械通风及急救设备，易造成急性中毒。
事发时，该企业正委托某安装公司检修池泵管道，工人

隶属安装公司，下午 14 时许，在未佩戴防护用品，坑内无报

警及应急救援设施的情况下，5 名工人下坑作业。2 人开阀后

先后晕倒于坑内，3 名工友在施救时晕倒。
2 临床表现

【例 1】男，43 岁，入院昏迷，CT 示肺水肿。医院予机

械通气; 硫代硫酸钠解毒; 血必净清除毒素; 甘油果糖脱水;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等治疗，7 月 2 日苏醒，7 月 10 日

上午出院，预后较好。【例 2】男，22 岁，有哮喘史。入院昏

迷，四肢抽搐，CT 示肺水肿。医院予呋塞米利尿; 地塞米

松、甲强龙抗炎，还原型谷胱甘肽解毒等治疗。患者于 7 月 8
日 10 时许苏醒，医院转其至高压氧舱，并予抗炎抗过敏治

疗，以防哮喘发作。患者于 7 月 12 日脱离生命危险，但智力

障碍明显，提示神经系统受损，遂加奥拉西坦促进脑恢复，7
月 30 日出院，预后一般，有后遗症可能。另 3 例患者均出

现 恶 心、呕 吐、头 晕、头 痛、呼 吸 困 难 等 症 状 ，经 输 液、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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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治疗，于当晚出院。
根据《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确

定本次事故为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2 例中度中毒、3 例轻

度中毒。
3 讨论

本次事故中，2 例重症患者为典型硫化氢中毒所致肺水肿

和脑水肿［1］。纵观事故过程，无报警及防护设施，未予个人

防护用品，无法组织及时有效的救援等漏洞比比皆是。我国

一些省市对造纸企业硫化氢防护明确规定: 作业中必须配置

合格的硫化氢检测仪器，作业人员须同时佩戴防毒面具和系

安全带后方能作业［2］。面对安全隐患，企业不得麻痹大意，

要将职业安全工作做细，重视防护用品的作用，重视有毒气

体的危害，重视应急救援的能力，重视员工生命的保障。
2000—2010 年全国共报告急性职业中毒14 089例，死亡

1 605例。其中硫化氢中毒1 266例，占 9% ; 死亡 466 例，占

29%。50%以上重大职业中毒发生在局限空间，地下设施及

下水道事故占 42%［3］，本次事故即为典型的局限空间硫化氢

中毒。操作工出入泵坑时未测试氧气及硫化氢含量，作业时

未检测微小气候，故而酿成悲剧。针对局限空间事故高发情

况，建议职业卫生服务机构可将涉及硫化氢的局限空间，按

照国家标准，从准入制度、报警设施、检测设备、员工培训、
防护设施、健康体检、应急救援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独立评价，

在工程设计阶段控制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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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职业病学专家任引津同志逝世
为我国职业中毒临床救治、科研、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主任医师任引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

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 92 岁。
任引津同志出生于 1922 年，1949 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959 年因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调至上海市劳

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历任职业病临床科副主任及主任，1984 年起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职业病科主任。
任引津同志献身于祖国的职业病临床医学事业近 50 载，作为我国职业中毒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始终立足科学前

沿，不断追求科技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可载职业医学史册的成就。
任引津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好专家、好长者。他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眷恋和

思念。
一代楷模，任引津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任引津同志永垂不朽!

上海市医学会职业病与环境医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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