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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统四十年急性职业中毒死亡分析

化学工 业部工 业卫生处 王 自齐

提 要 本文对化工系统解放以来急性职业中毒死亡资料进行汇总和分析
。

04 年中
,

急性中毒死亡 7 05人
,

以 2。~ 4 0岁男性为主
。

引起死亡毒物计 4 6种
,

以刺激性和窒息性气体为多见
。

按致死人数排列前 10 位的毒物伪

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氮气 (窒息 )
、

氮氧化物
、

氨
、

氯气
、

光气
、

苯
、

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

其中一氧化碳中毒

死亡 34 4例
,

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48
.

7 9%
。

中毒死亡事故的原因以违章操作最为突出
。

本资料表明
,

急性职业中毒

在化工工伤死亡中占相当比例
,

必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

以杜绝中毒事故发生
。

关键词 化学工亚 急性职业中毒 死亡分析

中毒
、

燃烧
、

爆炸事故是化工系统工伤死

亡的主要因素
。

本文汇总 1 9 4 9年 以来的急性职

业中毒死亡资料后进行分析
。

资 扦 来 源

本资料根据化工部劳安司
“

化工系统建国

以来重大伤亡事故汇编
”

中收集的本系统因急

性职业中毒致死的事故报告汇总而成
。

死亡报

告共有 5 57份
,

死亡数 70 5人
。

1 9 8 2年以前有报

告的厂家约 3 1 0 0家 ( 占应报 74 % )
。
198 2年后

,

数据完整
,

报告厂矿 4 2 0 0家左右
。

资 料 分 析

1
.

一般情况 1 9 5 8年前伤亡事故资料完

整性较差
。

19 58 年至今工伤死亡数共 4 6 5 3人
,

急

、 性职业中毒死 亡数为 68 4人
,

占全部工伤死亡

人数 1选
.

7%
。

如将慢性中毒和尘肺致死人数计

入与工伤相比
,

所 占比例将更高
。

在 7此例急
,
性职业中毒死亡者中

,

男性 占 8 9
.

6%
,

女性占

l o
.

J %
,

男女之比约为 9 : 1
。

年龄分布情况
: 20

岁以下者占1 2
.

2 5%
,

2 0~ 4 0岁 占 7 5
.

5%
, 4 0

岁以上占1 2
.

2 5%
。

2
.

导致急性职业中毒死亡的毒物品种

本资料中导致死亡的生产性毒物共计拍种 (表

1 )
。

按致死人数排列前 1口位的毒物 共 致 死

砂 7例
,

占中毒死亡总数 舫
.

1写 , 前 20 位共致

死 6 67 例
,

占总数 94
.

G% ; 21 ~ 46 位共致死

38 例
,

占总数 5
.

4 %
。

在 4G 种毒物中
,

窒息性

气体和刺激性气体共 14 种
,

约 占1 / 3
。

3
.

中毒致死的事故原因 引起中毒死亡

事故的原因归纳为
:

违章操作
、

设备缺陷
、

违章

指挥
、

缺乏或错用防护用品
、

劳动组 织 不 合

理
、

生产中违章取暖等方面 (表 2 )
,

其中违

章操作最为突出
。

4
.

现场抢救 发生急性中毒后
,

经企业

医疗单位及时救治的仅 24 例
,

占
、

死 亡 总 数
3

.

4 %
。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34 4例中
,

抢救

较为及时的只有 9 例
,

约占 2
.

6% ;

光气中毒

死亡 2 0 例中
,

抢救及时的只有 7 例
,

约 占

3 5%
。

5
.

引起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事故原

因分析从表 2 可知
,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故原

因与总体规律一致
。

主要发生在化肥行业
,

尤

以小化肥厂为甚
。

共发生中毒死亡事故 2 74 起
,

占化肥行业中毒死亡事 故 总 次教 330 次 的

83
.

03 %
。

其中小氮肥广发生 25 1起
,

占化肥行

业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故91
、

6 %
。

1 9 6 9年前死

亡 4 3例
,

占1 2
.

49 % ; 1 9 70 ~ 1 9 79 年共16 6例
,

占峨8
.

2 5% ; 1 9 8 0年” 5例
,

占 39
.

25 %
。

总趋

势是 1 9 7。年以后
,

死亡数急剧上升
,

到 19 7 6年

达最高峰
,

1的 5年以后有所下降
,

但仍居高不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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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 导致急性职业中毒死亡的毒物及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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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急性职业中毒死亡按事故类别统计

违章操作 设备缺陷 防护错误 缺乏 防护 违章指挥
劳

不
动组

合
织
理

违章取暖 其 它 合 计

总 死亡人数 7 4 2 9

% 5 1
.

91 1 9 3
.

9 7 1 0
.

5 4
.

1 1 3
.

12 4
.

2 6 3
.

12 1 0 0

. ~ ~ . ~ ~ , ~ ~ ~ ~ ~ ~曰 ` ~一一 - -

C O 中毒死亡人数

为
·

4 9
.

70 2 0
.

4 0 14
.

0 0 3
.

1 9 1
,

9 4 8
.

70 2
.

0 7 1 00

一

一一
. . . . . . . . . . . . .

讨 论

1
.

有关急性职业中毒引起死亡态势的文

献报道甚少
。

本资料说明
,

化工急性职业中毒

是化工工伤所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

迫切需

要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
。

急性中毒死亡占工伤死亡的1 / 6o 根据化

工部所编化学矿山尘肺普查总结
, 1 9 6 3一 1 9 8 4

年化工系统因尘肺致死人数为 1 5 3。人
,

急性中

毒死亡与尘肺死亡数共 2 2 3 5人
,

占全工伤死亡

的4 0%左右
。

因此
,

杜绝急性中毒和尘肺的死

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紧迫任务
。

化工系统1 9 8 5年尘毒危害普查证实
,

化工

重要的尘毒物质在 7 00 种以上
,

常见的尘毒物质

约 1幼种
。

劳动人事部也规定了我国 《职业性

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的 弱 种毒物名

单
’

沐 1 9 8 7年
,

卫生部等四部所发 《职业病范

围和职业病患 者处理办法的规定》 中公布了我

国新的职业病名单共 10 2种
,

其中职业中毒 5 1

种
,

两相比较
,

化 工系统尘毒物质 的 范 围 均

在 《名单 》 范 围之内
,

与毒物危害分级也较吻

合
。

本资料所汇总的致死毒物品种及致死亡数

对理解
、

补充毒害及其分级有很大帮助
。

根据表 1 提供的数据
,

可为防治重点和制

订规划如
“

中毒致死的毒物名单
” 、 “

优先管

理的有毒化学品名单
”

提供依据
。

2
.

接触人数排序与中毒致死的毒物名单

排序前 10 位的毒物
,

有 5 种相同
,

即氨
、

一氧

化碳
、

硫化氢
、

二氧化硫
、

氯气
。

较为特殊的

是光气接触人数不多 f 排序在弱种毒物中的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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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但在死亡数排序中为第 7 位 ; 另外
,

接触

氰化物人数也不多
,

死亡数排序却在第12 位
。

这 说明死亡数排序既与接触人数有关
,

也与毒

物的毒性大小
、

抢救
、

治疗手段有关
。

3
.

引起 中毒致死的毒物排序前 10 位
,

主

要为刺激性气体
、

窒息性气体和溶剂苯
。

其中

窒息性气体占 4 种
,

即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氮

和二氧化碳
,

致死人 数 占前 10 种 毒 物 的

6 6
.

7%
,

应引起注意
。

某些通常无毒的物质如
/ c o

: 、

N
Z

在生产条件下引起窒息屡见不鲜
,

建

议职业病名单所列
“

其它急性中毒
” 一项内

,

对窒息作专项规定
。

4
.

70 年代以前
,

我国化工生产主要以煤

为原料
。

70 年代末期
“

石油化工
”

才逐渐兴

起
。

因此
,

到 目前为止
,
引起中毒死亡的多以

一氧化碳
、

硫化氢
、

氮氧化物等无机物为主
。

国外广泛利用碳氢化合物已有较 长 历 史
。

据

M c
aC rt h y 等报道

, 1 9 6 1~ 1 9 8 0年氯乙烯
、

三

氯 乙烯等工业性有毒气体中毒 3 84 例
,

其中死

亡 17 例
题, , 。

我国这方面的死亡病例报告较少
。

5
.

一氧化碳在 4 6种毒物中据 重 要 的 地

位
,

致死人数为 3 4 4例
,

占 4 8
.

8%
。

其原因可

归纳为
:

①接触人数多
,

一氧化碳是化工生产

中许多行业的重要原料或中间体
,

使用广泛
,

接触人数超过 20 万人 ; ②一氧化碳 泄 漏 机会

多
,

化肥生产的造气
、

空气分离
、

水洗
、

合成

等主要生产过程中的设备和管线都有泄漏的可

能
; ③工人技术素质差

,

违章操作多见
; ④生

产秩序混乱
,

规章制度不健全
,

特别在社会动

乱时期
,

正常生产秩序被破坏
,

有 章 不 循
,

、
80 年代后

,

生产秩序逐渐步入正轨
,

规章制度

建立
,

安全生产规律逐渐被掌握
,

死亡数下降
,

⑤一氧化碳泄漏后不易被发觉
,

中毒初期
,

症

状隐袭
,

难 以早期发现
,

一旦中毒 加 重
,

很

快有昏迷
、

脑水肿和其他后发症出现
,

无特殊

解毒药物
,

抢救有一定困难
。

6
.

生产中吸入可溶性钡盐及其化合物烟

尘可引起急性钡中毒
〔” 。

但钡盐烫伤和误进入

消化道亦可引起中毒并致死亡的报道
,

仅见过

一例
`妇 。

本组资料发现 5 例
:
如 1 9 79年某化工

厂氯化钡蒸发工王某
,

因氯化钡卤液溅出烫份

头颈和背部中毒死亡
, 又如

,
1 9 73 年某市第一

染化厂工人何某操作超压
,

致使压滤罐视镜炸

裂
,

氯化钡喷出进嘴
,

抢救无效死亡 ; 急性钡

中毒临床表现有独特之处
,

修订 《职 业 病 名

单 》 应补充列入职业性钡中毒
。

在此之前
,

建

议在
“

其它急性中毒
”

中列专项规定
。

7
.

应制订有效的防
.

止中毒死亡的措施
:

( 1 ) 建议编制易引起死亡中毒毒物名单

及防止中毒和抢救的具体措施
。

( 2 ) 加强现场抢救
。

本资料统计中
,

光

气中毒在现场进行及时有效抢救的只有 35 %
,

而一氧化碳现场抢救仅有 2
.

6%
,

因此采取现

场抢救措施
.

显然可以大幅度减少死亡
。

现场

抢救包括组织
、

管理
、

技术等相应措施
,

加强

基层医务人员培训
,

贯彻实施
“

化工企业急性

中毒抢救应急措施规定
” 。

刺激性气体中毒的

诊断和治疗近年来进展较快
,

比如 肺 水 肿 及
“

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 A R D )S
”

的诊断
,

治

疗上大多采用给氧
、

激素等综合措施
’ 1 ,

取得

较满意的效果
。

而窒息性气体
,

特别是一氧化碳

中毒并发脑水肿的防治尚属困难
。

因此
,

应强调

及早使病人脱离现场和尽快给氧等早期治疗
。

( 3 ) 杜绝违章操作和违章指挥
,

严格执

行规章制度
,

是保证安全生产和减少事故的主

要措施
。

另外
,

制订现场监测报警 仪器的配置

标准
,

完善现场监测与控制手段
,

从工程技术

上提高防护水平也是必须考虑的一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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