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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F_92_E7_89_A9_E8_c62_646229.htm 1.尘毒物质侵入人体的

途径 在生产环境中，毒物主要经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侵入

人体。 (1)经呼吸道侵入 生产条件下的化学物质，主要是通过

呼吸道侵入人体，经研究证明，在全部职业中毒病例中，

有95%是由于工矿企业空气中的蒸气、烟雾、粉尘等各种有

毒物质，经呼吸道侵入引起的。人体肺泡表面积约90～160m2

，每天吸入空气约12m3(约15kg)。空气在肺泡内流速慢，接

触时间长，肺泡上有大量的毛细血管且壁薄，这些都有利于

有毒气体、蒸气以及液体和粉尘的迅速吸入，而后由血液分

布到全身各个器官而造成中毒。吸入的毒物愈多，中毒就愈

厉害。 从鼻腔至肺泡整个呼吸道各部分的结构是不同的，因

此，对毒物的吸收程度就不一样，愈入深部，表面积愈大，

停留时间愈长，吸收量愈大。劳动强度、环境温度、湿度、

接触毒物的条件和毒物的性能等因素，都将对吸收量有影响

。肺泡内的二氧化碳，也能增加某些物质的溶解度，从而促

进毒物的吸收。 (2)经皮肤侵入 有些毒物可透过无损皮肤和经

毛囊的皮脂腺被吸收。经表皮进入体内的毒物要经三种屏障

，第一道是皮肤的角质层，一般分子量大于300的物质，不易

透过无损的皮肤；第二道是位于表角质层下面的连接角质层

，其表皮细胞，富有固醇磷酯，它能阻碍水溶性毒物的通过

，而让脂溶性毒物透过，并扩散，经乳头毛细血管而进入血

液；第三道是表皮与真皮连接处的基膜。脂溶性毒物经表皮

吸收后，还需有水溶性才能进一步扩散和吸收。所以水、脂



都溶的物质(如苯胺)，易被皮肤吸收。只脂溶而水溶极微的

苯，经皮肤吸收量较少。 毒物经皮肤进入毛囊后，可绕过表

皮的屏障直接透过皮脂腺细胞和毛囊壁而进入真皮，再从下

面向表皮扩散。但这个途径不如表皮吸收重要。 如果表皮屏

障的完整性被破坏，如外伤、灼伤等，可促进毒物的吸收。

粘膜吸收毒物的能力远较皮肤强，部分粉尘可以通过粘膜吸

收。 (3)经消化道侵入 许多毒物可通过口腔进入消化道被吸收

。 胃肠道的酸碱度是影响毒物吸收的重要因素。胃内食物能

促进或阻止毒物通过胃壁的吸收。胃液是酸性，则具有阻止

电离作用，因而增加其吸收。胃内的食物，蛋白质和粘液蛋

白类等，则可减少毒物的吸收。 小肠吸收毒物的重要原因是

肠内碱性环境和较大的吸收面积。弱碱性毒物在胃内不易被

吸收，当到小肠后，就转化为非电离物质被吸收。 来源

：www.100test.com 小肠内分布不少酶系统，可使与毒物结合

的蛋白质或脂肪的分解，从而释放出游离的毒物而促进其吸

收。在小肠内，物质可经细胞壁直接透入细胞。此种吸收方

式，对毒物的吸收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大分子的吸收。 2.

毒物对人体的危害 (1)毒物对全身的危害 毒物吸收后，通过血

液循环分布到全身各组织或器官。由于毒物本身理化特性及

各组织的生化、生理特点，进而破坏了人的正常生理机能，

导致中毒的危害。中毒可分为急性中毒、亚急性中毒和慢性

中毒三种情况。有些中毒只有急性型而无慢性中毒现象，如

氧化锌烟尘引起的铸造热；另一些主要表现为慢性型，而很

少有急性中毒，如铅锰中毒。在职业病中以慢性中毒为多见

，急性中毒仅在事故场合出现，危险性很大。亚急性中毒属

于急性中毒范畴。下面分别介绍不同中毒情况下对人体的危



害。 急性中毒对人体的危害。急性中毒是指在短时间内大量

毒物迅速作用于人体后发生的病变。由于毒物的性能不同，

对人体各系统的危害亦不相同。 对呼吸系统的危害：刺激性

气体、有害蒸气和粉尘等毒物，对呼吸系统将会引起窒息、

呼吸道炎症和肺水肿等病症。 对神经系统的危害：四乙基铅

、有机汞、苯、环氧乙烷、三氯乙烯、甲醇等毒物，会引起

中毒性脑病，表现在神经系统症状，如头晕、头痛、恶心、

呕吐、嗜睡、视力模糊以及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等。 对血液

系统的危害：急性职业病中毒可导致白细胞增加或减少，高

铁血红蛋白的形成及溶血性贫血等。 对泌尿系统的危害：在

急性中毒时，有许多毒物可引起肾脏损害，如四氯化碳中毒

，会引导起急性肾小管坏死性肾病。 对循环系统的危害：毒

物锑、砷、有机汞农药等，可引起急性心肌损害；在三氯乙

烯、汽油等有机溶剂的急性中毒中，毒物刺激β肾上腺素受

体而致心室颤动；刺激性气体引起的肺水肿，由于渗入大量

血浆及肺循环阻力的增加，可能出现肺原性心脏病。 对消化

系统的危害：经口的汞、砷、铅等中毒，可发生严重的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等类似急性肠胃炎的症状；一些毒物，

如硝基苯、三硝基甲苯、氯仿及一些肼类化合物，会引起中

毒性肝炎。 慢性中毒对人体的危害。由于长期受少量毒物的

作用，而引起的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引起慢性中毒的毒物

，绝大部分具有积蓄作用。人体接触毒物后，数月或数年后

才逐渐出现临床症状，其危害也是根据毒物的性能，表现于

人体的各系统。大致有中毒性脑、脊髓损害、中毒性同周围

神经炎、神经衰弱症候群、神经官能症、溶血性贫血、慢性

中毒性肝炎、慢性中毒性肾脏损坏、支气管炎以及心肌和血



管的病变等。 (2)工业粉尘对人体的危害 粉尘主要来源于固体

原料、产品的粉碎、研磨、筛分、混合以及粉状物料的干燥

、运输、包装等过程。 工业粉尘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直径

在0.5～5μm的粒子，而工业中大部分粉尘颗粒直径就在此范

围，因此，对人体危害最大。 粉尘的物理状态、化学性质、

溶解度以及作用的部位不同，对人体的危害也不同。一般，

刺激性粉尘落在皮肤上可引起皮炎；夏季多汗，粉尘易堵塞

毛孔而引起毛囊炎，脓皮病等；碱性粉尘，在冬季可引起皮

肤干燥、皲裂；粉尘作用于眼内，刺激结膜引起结膜炎或麦

粒肿；毛皮加工厂的粉尘和黄麻的粉尘对某些人有致敏作用

，吸入后可引起支气管哮喘。 长期吸入一定量粉尘，就会引

起各种尘肺，如吸入煤尘，引起煤尘肺，吸入植物性粉尘，

引起植物性尘肺。游离的二氧化矽、矽酸盐等粉尘，可引起

肺脏弥漫性、纤维性病变的产生。 (3)毒物对皮肤的危害 皮肤

是机体抵御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线，在从事化工生产中，皮

肤接触外界刺激物的机会最多，在许多毒物刺激下，会造成

皮炎和湿疹、痤疮和毛囊炎、溃疡、脓疱疹、皮肤干燥、皲

裂、色素变化、药物性皮炎、皮肤瘙痒、皮肤附属物及口腔

粘膜的病变等症。 (4)毒物对眼部的危害 化学物质对眼的危害

，可发生于某化学物质与组织的接触，造成眼部损伤；也可

发生于化学物质进入体内，引起视觉病变或其它眼部病变。 

化学物质的气体、烟尘或粉尘接触眼部或化学物质的碎屑、

液体飞溅到眼部，可能发生色素沉着、过敏反应、刺激炎症

或腐蚀灼伤。如醌、对苯二酚等，可使角膜、结膜染色；硫

酸、盐酸、硝酸、石灰、烧碱和氨水等同眼部接触，可使接

触处角膜、结膜立即坏死糜烂，与碱接触的部位，碱会由接



触处迅速向深部渗入，可损坏眼球内部。由化学物质中毒所

造成的眼部损伤有视野缩小、瞳孔缩小、眼睑缩小、眼睑病

变、白内障、视网膜及络膜病变等。 (5)毒物与致癌 人们在长

期从事化工生产中，由于某些化学物质的致癌作用，可使人

体内产生肿瘤。这种对机体能诱发癌变的物质称为致癌原。 

职业性肿瘤多见于皮肤、呼吸道及膀胱，少见于肝、血液系

统。由于致癌病因与发病学尚有许多基本问题未弄清楚，加

之在生产环境以外的自然环境中，也可接触到各种致癌因素

，因此，要确定某种癌是否是仅由职业因素而引起的，必须

要有较充分的根据。 3.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毒性 化工生

产所用原材料、半成品和生产成品，大多是有毒性物质。为

了有效地防止其对人体的侵害，必须了解其性质，以便采取

有效的措施，防止毒物对人体的毒害。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

师网络辅导火热招生中！！！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

全工程师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