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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5_AC_c22_655857.htm 二氯乙烷是一种工业上广泛使

用的有机溶剂。目前主要用作化学合成的原料、工业试剂、

脱脂剂、金属清洁剂和粘合剂等。 1，2-二氯乙烷（下称DCE

）是一种工业上广泛使用的有机溶剂。目前主要用作化学合

成的原料、工业试剂、脱脂剂、金属清洁剂和粘合剂等

。1992～1995年，珠江三角洲涉外企业发生多起因使用DCE

作粘合剂而引起的中毒事故，造成260多人住院，9人死亡，

丧失劳动能力8人，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1］。我市1994

～1995年也相继发生2起职业性DCE中毒事故，中毒人数39人

，死亡2人，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

响。为了解DCE的职业危害现状，并对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

施，我们于1995年6月～1998年6月3年时间选用深圳市宝安区

做为试点，进行了DCE职业危害调查及尝试性的干预，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与方法：以宝安

区防疫站掌握的全区3387家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为基础，选

取其中有毒、有害工厂2608家做为调查研究对象。按《劳动

卫生工作规范》、《广东省职业性健康检查项目》进行现场

监测和工人体检。 2.试点干预措施：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提出的成套预防措施为依据［2］，做了下列几项工作：（1

）找替代：以不含DCE的低毒性代用品替代（如：用含氯仿

的“205胶”代替含dCE的“ABS514”、“3435胶”等）；（2

）禁加班：尽量缩短接触时间，每天工作时间严禁超过8h；

（3）要通风：作业点安装抽风设施，保证接触浓度低于卫生



标准；（4）勤监测：使用DcE的作业点，每半年或更换不同

批号的溶剂时，均进行监测。 二、结果 1.一般情况：本次调

查8个镇2个办事处16个行业，3387家工厂，职工总数617866人

，其中生产工人604309人。在2608家有毒有害工厂中，通过监

测发现使用DCE的工厂仅6家，其中5家为塑料玩具厂，1家为

五金厂，均为来料加工企业。在接触有毒有害作业的83566名

工人中，DCE作业工人128名（直接作业接触者81名）。玩具

厂使用的是“ABS514”、“3435”粘合溶剂，五金厂使用的

是金属清洗剂。 2.劳动条件：各厂使用以DCE为原料的产品

均有季节性，一年生产时间约为1～3个月。生产过程均为手

工作业，以DCE溶剂做为粘合剂、清洗剂，在车间内自然干

固、挥发。各作业点均为敞开式作业，无局部抽风排毒设施

，车间通风条件差。直接作业者均未配戴个人防护用具，对

所使用的溶剂缺乏认识；工人正常上班为9h/d，平均每天加

班1.5h，生产任务紧时，每天加班3～4h。 3.干预前、后的空

气监测和工人健康检查：基本情况调查中（干预前）6家厂共

监测43个作业点，空气中DCE浓度1.0～316.8mg/m3，平均

（276.6±21.3）mg/m3，高于卫生标准（15mg/m3）的不合格

点30个，合格率仅为30.2%.试点干预后监测43个作业点，空气

中DCE浓度0.0～12.4mg/m3，平均（8.3±3.1）mg/m3，合格

率100%，干预前、后监测合格率差异有显著性（P＜0.01）。

1994年，全区128名DCE接触者，有34人发生急性DCE中毒，

中毒者从接触时间和接触剂量来看，均为亚急性中毒。健康

检查显示，接触者自觉症状以头痛、头晕、乏力为主，干预

前，上述症状出现率分别为38.2%、35.4%、27.0%，明显高于

干预后的症状出现率，差异有显著性（均P＜0.01）。由于此



次调查工人接触工龄累计1～8个月，其中接触3个月以下者

占88.9%，所以症状的出现率与工龄相关不明显。其他体征和

实验室检查，如肌张力、手指震颤、血常规、尿常规、肝功

能等均未见异常。从1995年6月～1998年6月，宝安区按上述方

法实施试点措施后，该区未再发现DCE职业中毒病人。 三、

讨论 本次调查，在2608家有毒有害作业工厂中，使用DCE的

工厂6家，所占比例仅0.23%，接触DCe工人占有毒有害作业

工人的比例也仅有0.15%，表面看全区DCE职业危害并不严重

。但从1994年全区职业中毒看，DCE急性中毒却占该区职业

中毒人数的66.7%，128名接触者年发病率则高达26.6%；再从

干预前空气监测及接触者的健康检查看，空气监测点合格率

仅有30.2%，接触者的症状出现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因此，

可以说在职业中毒事故中，DCE是该区当时最为严重的职业

危害。本次试点干预方法是采用边调查边进行劳动卫生监督

、监测、工人健康体检和强制执法管理的方法。因此，该调

查试点效果前、后差别明显，说明试点干预措施“找替代，

禁加班，要通风，勤监测”是切实可行的。但在试点中也发

现存在着问题：如何“早发现”在目前情况下还有困难，因

为对涉外企业的原料、产品进行强制性毒物登记无“法”可

依；对于新建或更换原料的工厂，很难弄清其是否使用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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