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针对原发疾病进行对症处理。经治疗 3 ～ 5 d后 , 全部痊愈

出院 , 未留下后遗症。

3　讨论

3.1　本次中毒事件受累人数较多 , 但症状不是很重 , 接触时

间为30 min～ 3 h , 中毒原因清楚 , 群体发病 , 在现场检出以

噻吩类物质为主的化合物 , 判断为噻吩类化学物质中毒反应。

2 , 3-二氯噻吩 、 3-乙基噻吩 、 N , N-二甲基硫脲等均为四氢

噻吩中所含的杂质 , 其含量很低 , 从其毒性分析 , 不足以对

人体产生损害。所以认定四氢噻吩为导致中毒反应的主要物

质。

3.2　四氢噻吩是一种含硫饱和杂环化合物 , 相对分子质量

88.1 , 为无色透明的油状液体 , 有奇臭 , 不易被空气氧化 ,

相对密度为 1.000 , 溶点为-96℃, 沸点为 119℃, 不溶于水 ,

能与乙醇 、 乙醚 、 丙酮 、 苯混溶 , 多被用作燃气气味添加剂 ,

俗称 “加臭剂” , 纯品四氢噻吩的含量为 98%。本品有麻醉作

用 , 小鼠吸入其蒸气 2 h的 LD50为 27 g/m3;中毒时呈兴奋状

态 , 表现为共济失调 、 麻醉 , 最后死亡。慢性中毒实验见小

鼠行为异常 , 体重增长停滞和肝功能改变。

3.3　本次泄漏的四氢噻吩的量不大 , 所以中毒症状相对较

轻 , 经及时处理后症状很快消失。 如其贮罐爆炸或大量四氢

噻吩泄漏时 , 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 因蒸气比空气重 , 易沿

地面扩散 , 积聚在地势较低或封闭的区域 (如下水道 、 地下

室或罐内), 遇明火则有爆炸的危险。故在遇到泄漏等事故

时 , 撤离人员应向上风向转移 , 不要进入地势低洼的区域;

进入封闭的室内空间时应先进行通风;如出现燃烧时采用干

粉灭火剂 、 二氧化碳或抗溶性泡沫灭火有效。

北京市防水涂料生产和使用状况调查
Survey on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waterproof paints in Bei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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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北京市防水涂料生产厂家进行调查 , 结果发现

防水涂料企业工人构成少于 20 人的达 57.2%之多;对部分厂

家生产的不同种类的防水涂料进行检测 , 结果显示 , 均不同

程度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苯 (最高达 87.3%)。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防水涂料的生产 、 使用状况 , 并提出了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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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建筑防水企业的安全卫生管理和加大职业卫生

的监督力度 , 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 , 对北京市建筑防水涂料

的生产和使用状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1　防水涂料的生产情况

1.1　工厂分布及人员构成

北京现有防水涂料厂 173 家 , 分布在 14个区县。大兴区 、

丰台区各31家 , 占 35.8%;通州区 24家 , 占 13.9%;朝阳区

23 家 , 占 13.3%;海淀区 16 家 , 占 9.2%;昌平区 12家 , 占

6.9%, 其他区 (县) 36 家 , 占 20.8%。 工厂的规模参差不

齐 , 人员构成最少的只有 5 人 , 最多的有1 107人。小规模的

家庭作坊式防水涂料厂占到 50% (见表 1)。

1.2　防水涂料的种类及成分分析

1.2.1　防水涂料的种类　防水涂料的品种较为丰富 , 主要有

氯丁胶类涂料 、 再生胶沥青类 、 聚氨酯涂膜 、 过氯乙烯-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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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防水涂料 、 防水底油等 20 余种;稀释剂多为汽油 、 苯乙

烯 、 甲苯 、 二甲苯等有机溶剂。

表 1　北京市防水涂料生产企业的人员构成

职工人数 工厂数 (家) 百分数 (%)

0～ 10 50 28.9

11～ 20 49 28.3

21～ 30 38 22.0

31～ 40 16 9.2

41～ 100 14 8.1

100以上 6 3.5

合计 173 100

1.2.2　防水涂料饱和气成分分析　选择常用的8种防水涂料 ,

取涂料桶上方饱和气进行分析 , 结果发现这些防水涂料都含

有大量的国家禁用的苯 (见表 2)。

表 2　防水涂料饱和气中有害物质分析 %

　防水涂料类型 汽油 苯 甲苯 二甲苯 苯乙烯 其他

JS复合防水涂料 — 58.5 8.3 — — 33.2

非焦油聚氨酯防水涂料 19.1 67.6 8.1 2.1 1.9 1.2

401胶 41.2 28.8 14.4 2.8 — 12.8

聚氨酯防水涂料 — 77.4 4.8 0.9 0.6 16.3

黑料+白料 2.2 87.3 6.1 0.7 0.2 3.5

氯丁胶粘合剂 2.0 44.7 29.4 23.3 — 0.6

聚氨酯涂膜 1.1 50.5 21.6 7.7 13.1 6.0

防水底油 22.0 53.0 21.0 3.0 — 1.0

1.2.3　稀释剂成分分析　选择6种不同品牌稀释剂进行分析 ,

虽然标签上注明为甲苯 、 二甲苯 , 但实际分析结果显示均不

同程度的含有苯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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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稀释剂成分分析

序号 稀释剂 汽油 苯 甲苯 二甲苯 苯乙烯 环己酮 其他

1 甲苯　 0.7 32.1 18.8 10.5 4.6 31.6 1.7

2 二甲苯 0.0 36.2 24.3 28.3 0.0 0.0 11.2

3 甲苯　 15.8 39.3 20.6 9.7 0.0 0.0 14.6

4 二甲苯 2.0 44.7 29.4 23.3 0.0 0.0 0.6

5 甲苯　 2.9 62.1 25.1 1.2 1.3 0.0 7.4

6 甲苯　 38.3 41.5 9.8 1.9 0.9 0.0 7.6

2　防水涂料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

(1)目前没有统一的防水施工人员操作规范;(2)防水

工程的施工比较特殊 , 一般都在地下 、 半地下或比较密闭的

房间内手工操作 , 工人劳动强度大 , 一般每天工作都在 16 h

以上;(3)这些场所无通风排毒设施或通风效果较差;(4)

工人没有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 防水涂料中的有害物质直接

经呼吸道和皮肤吸收;(5)根据几次中毒现场检测 , 空气中

苯浓度均很高。

2.2　典型中毒案例

【案例 1】1997 年 10 月某大厦地下防水施工时 , 因使用防

水涂料发生 2人中毒 、 1 人死亡的中毒事故。现场环境监测发

现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分别为:苯6 020.2 mg/m3、 甲苯

6 728.1 mg/m3、 二甲苯3 361.8 mg/m3、 苯乙烯 503.0 mg/ m3、

汽油 459.1 mg/m3 , 分别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149.5 倍 、 66.3倍 、

32.6倍 、 11.6 倍 、 0.5 倍。防水涂料成分中苯占 20.4%, 稀料

中苯占 32.1%。

【案例 2】1999 年 6 月某建筑工地新建的化粪池内 , 发生

防水工及抢救人员 5人中毒 、 2 人死亡的中毒事故。作业场所

无任何通风排毒防护设施 , 工人在作业时未佩戴个人防护用

品。现场空气样品检测结果:苯 、 甲苯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925.8 mg/ m3、 172.3 mg/m3 ,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22.15 倍和 0.7

倍。防水涂料饱和气成分分析苯占 87.5%。

2.3　中毒现场环境监测

用活性炭管采集中毒现场环境空气 , 经气相色谱法分析。

选择10起急性中毒事故现场监测数据 (见表 4), 结果发现不

仅中毒毒物浓度很高 , 而且死亡和中毒人数亦较多。

表 4　中毒现场空气中有毒物质检测结果 mg/m3

时间 地点
工作时间

(min)
采样时间

(事发后 h)
汽油 苯 甲苯 二甲苯 苯乙烯 中毒人数

2000年 10月 地下 1层 10 4 1 624.6 17 945.9 11 967.6 5 546.6 4 482.2 4

2000年 6 月 地下 11m 180 5 —　 65.4 20.9 3.8 1.3 2

1999年 12月 蓄水池 120 19 —　 66.6 74.3 43.7 —　 2 (1人死亡)

1999年 6 月 化粪池 60 16 69.4 925.8 172.3 4.6 11.5 5 (2人死亡)

1999年 4 月 地下 3.5m 地槽 15 4 40.0 206.8 26.9 11.0 9.9 2

1998年 7 月 地下 10 m夹道 5 4 507.0 284.5 266.1 90.2 8.4 1

1998年 9 月 地下 3层 100 20 7.4 64.2 44.2 5.6 7.9 2 (1人死亡)

1998年 11月 天然气井 150 5 566.1 695.2 475.5 388.8 2.5 2

1997年 10月 地下室 3层 90 4 459.1 6 020.2 6 728.1 3 361.8 503.0 2 (1人死亡)

2003年 7 月 地下 12 m 15 3 1 633.3 369.7 41.7 —　 —　 6 (1人死亡)

3　防护措施

(1)严禁在施工现场使用含苯的防水涂料和稀释剂;(2)施工现

场应制定防水涂料操作规程;(3)施工中必须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

(4)生产厂家对产品应提供详细的使用说明,包括产品的主要成分、

保存运输的安全方法 、污染后的处理措施、毒性的大小及发生中毒

后的自救措施;(5)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发新型的防水涂料 ,重视施工

机具和技术的开发。相信通过各界的努力 ,防水涂料引起的职业

中毒伤亡事故和环境污染问题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

1999～ 2003年泉州市职业病危害调查
Survey on occupational hazard from 1999 to 2003 in Quanzhou city

潘宝忠 , 唐学平 , 相葵
PAN Bao-zhong , TANG Xue-ping , XIANG Kui

(泉州市卫生防疫站 ,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调查表明 , 1999 ～ 2003 年泉州市有职业病危害用

人单位3 196 ～ 5 238家 , 职业病危害作业点20 401 ～ 32 431个 ,

职业病危害作业工人52 708～ 102 356人。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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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63.0%～ 86.5%, 超标率 29.4%～ 39.9%;职业危害作业工

人体检率 42.5%～ 49.7%, 职业病检出率 0.31%～ 0.14%。 全

市劳动卫生职业危害状况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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