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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我国 2004—2021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生规律，为我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处置
以及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整理 2004—2021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信息系统报告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从中提取发生年月、发生地区、中毒人数、死亡人数、职业危害因素、行业、
企业规模等信息建立数据库，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2004—2021 年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告急性职业中毒事件 528 起，中毒 5 426 人，死亡 600 人，病死率为 11.1%。 上海市、安徽省、山
东省、云南省和四川省报告事件数居前 5 位，共报告事件 301 起，占全国报告总数的 57.0%。 8 月份报告急性职业中
毒事件数和死亡人数最多，为 64 起（占 12.1%），死亡 89 人（占 14.8%）。窒息性气体、刺激性气体导致的急性职业中
毒事件占所有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的 69.9%， 这两类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所有事件死亡人数的 82.0%。 一氧化
碳、硫化氢中毒占窒息性气体中毒事件数的 82.9%；氯气、氨气、光气、氮氧化物和硫酸二甲酯中毒占刺激性气体中
毒事件数的 57.8%。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居前 3 位的行业门类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共占事件数的
70.6%，死亡人数居前 3 位的行业门类为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占 67.5%。 小、微型规模企业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事件数分别占总事件数的 38.3%和 31.4%；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病死率相近，分别是 18.7%和 18.6%。 结论 我
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病死率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监测及卫生应
急处置能力，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其进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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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cases reported in China from 2004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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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ccurrence pattern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1 were analyzed. Methods The data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reported in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China CDC were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such as date of
occurrence, region of occurrence, number of poisoning, number of deaths, occupational hazards,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size
was abstra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From 2004 to 2021, a total of 528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were
reported in 2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resulting
in 5 426 poisoning cases and 600 deaths, with a fatality rate of 11.1% . 301 incidents ( accounting for 57.0% ) were
reported by Shanghai, Anhui, Shandong, Yunnan and Sichuan. The highest number of incidents and deaths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were reported in August, with 64 cases (accounting for 12.1% ) and 89 deaths (accounting for
14.8% ). The number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and deaths caused by asphyxiating and irritant gases
accounted for 69.9% and 82.0% , respectively. Carbon monoxide and hydrogen sulfide poisoning accounted for 82.9% of
the asphyxiation gas poisoning incidents. Chlorine, ammonia, phosgene, nitrogen oxide and dimethyl sulfate poisoning

基金项目：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及中毒卫生应急队伍运行项目（131031109000150007）
作者简介：袁媛（1981—），女，博士，研究员
通信作者：孙承业，研究员，E-mail：suncy@chinacdc.cn

论著

37·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23 年 2 月 第 41 卷第 1 期 Occup Health & Emerg Rescue， Feb. 2023 Vol.41 No.1

www.oher.com.cn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是指短时间内，由于职业危
害的原因通过一定方式作用于职业人群造成的群
发性健康影响事件［1］。 自 2004 年以来，该类事件通
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平台进行网络直报。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导致人员中毒的途径主要是呼
吸道和皮肤黏膜，一旦发生往往影响范围广、健康
损害严重，病死率高。 本文拟通过分析急性职业中
毒事件发生的流行病学规律，为该类事件的应急处
置和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 本文纳入 2004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创建，且已审核、已结案的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 报告地区不包括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区。
1.2 方法
1.2.1 建立数据库

从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中提取事件的发生
时间、发生地点、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危害因素、所
属行业、企业规模等信息，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描述
性分析。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级别依据《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内涵的
释义（试行）》的分级标准分类；职业性危害因素按
照金属与类金属、刺激性气体、窒息性气体、有机溶
剂、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农药、
其他化学物和不详分类［2］； 行业依据 GB/T 4754—
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分类；企业规模依据《国
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
法（2017）>的通知》分类。
1.2.2 质量控制

对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的首次报告、过程报告和
结案报告进行回顾，采用单人双录入方式对提取的

信息进行审核、 补充， 确保所提取的信息完整、准
确，能够准确反映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的特征。
1.2.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软件建立急性职业中
毒事件数据库， 使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数量及构成比表示。

2 结果
2.1 总体概况

2004—2021 年，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信息系统” 共收到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 532 起，
排除 4 起发生在家庭的急性非职业中毒事件后，纳
入本文分析的事件有 528 起， 年平均事件数约 29
起。 中毒 5 426 人，死亡 600 人，病死率 11.1%。

2005 年报告事件数最多， 有 65 起；2015 年和
2016 年报告事件数最少，均为 11 起。

528 起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中，重大、较大、一般
级别事件分别占 3.6%、57.4%和 39.0%， 无特别重
大事件；重大、较大、一般级别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病
死率分别为 3.9%（97/2 472）、24.0%（495/2 062）和
0.9%（8/891）。 见表 1。
2.2 地区分布

收到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由 28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报告事件数排
在前 5 位的省（市）是上海市、安徽省、山东省、云南
省和四川省，5 省（市）报告的总事件数、中毒人数和
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国报告总数的 57.0%、56.0%和
46.7%。 表 2 列出了发生事件数排名前 10 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具体情况。
2.3 时间分布

2004—2021 年，我国每个月均有急性职业中毒
事件报告。 其中 8 月份报告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
最多， 有 64 起；1 月份报告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中
毒人数最多，有 1 601 人。 报告的死亡人数排序前 3
位的月份为 8 月、5 月和 3 月， 分别有 89 人、71 人

accounted for 57.8% of the irritant gas poisoning incidents. The top three industry categories reporting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were manufactu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construction, which accounted for 70.6% of all incidents,
while 67.5% of the deaths were reported in manufacturing,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number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in small and micro-scale enterprises accounted for 38.3% and 31.4%, respectively. The fatality rate in
small businesses (18.7%) was similar to that in large businesses (18.6%). Conclusions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with a high fatality rate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the surveillance and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for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and take
more targeted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m.
Keywords：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cidents; asphyxiating gas; irritant gas; carbon monoxide; hydrogen sulf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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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事件数
（构成比/%）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病死率/%

上海 123（23.3） 716（13.2） 132（22） 18.4

合计 528（100） 5 426（100） 600（100） 11.1

安徽 64（12.1） 1 553（28.6） 53（8.8） 3.4

山东 47（8.9） 180（3.3） 27（4.5） 15.0

云南 35（6.6） 293（5.4） 45（7.5） 15.4

四川 32（6.1） 295（5.4） 23（3.8） 7.8

湖南 28（5.3） 232（4.3） 45（7.5） 19.4

河北 23（4.4） 300（5.5） 45（7.5） 15.0

广东 23（4.4） 158（2.9） 11（1.8） 7.0

广西 19（3.6） 99（1.8） 18（3.0） 18.2

江苏 16（3.0） 54（1.0） 23（3.8） 42.6

其他 118（22.4） 1 546（28.5） 178（29.7） 11.5

表 2 2004—2021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发生地区分布

和 67 人。 病死率排序前 3 位的月份是 3 月、2 月和
9 月。 见表 3。
2.4 危害因素分布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居前 3 位的危害因素
依次为窒息性气体、刺激性气体和有机溶剂，构成
比分别为 54.2%、15.7%和 9.1%； 中毒人数居前 3
位的危害因素是窒息性气体、其他化学品和刺激性
气体，构成比分别为 26.7%、21.7%和 20.3%；死亡
人数居前 3 位的危害因素是窒息性气体、刺激性气
体和不详危害因素类别， 构成比分别为 71.3% 、
10.7%和 6.8%；病死率居前 3 位的危害因素是窒息

性气体、 混合气体和农药， 构成比分别是 29.5%、
13.8%和 8.1%。 见表 4。

表 4 2004—2021 年职业性危害因素分布

危害因素种类 事件数
（构成比/%）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病死
率/%

窒息性气体 286（54.2） 1 450（26.7） 428（71.3） 29.5

刺激性气体 83（15.7） 1 099（20.3） 64（10.7） 5.8

有机溶剂 48（9.1） 292（5.4） 14（2.3） 4.8

金属与类金属 28（5.3） 456（8.4） 18（3.0） 3.9

混合气体 22（4.2） 123（2.3） 17（2.8） 13.8

农药 13（2.5） 86（1.6） 7（1.2） 8.1
苯的氨基和硝基
化合物 8（1.5） 44（0.8） 3（0.5） 6.8

高分子化合物 1（0.2） 18（0.3） 0（0）

其他化学品 8（1.5） 1 178（21.7） 8（1.3） 0.7

不详 31（5.9） 680（12.5） 41（6.8） 6.0

合计 528（100） 5 426（100） 600（100） 11.1

窒息性气体类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中， 一氧化
碳、 硫化氢中毒占该类事件数的 82.9%； 刺激性气
体类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中，氯气、氨气、光气、氮氧
化物和硫酸二甲酯中毒占该类事件数的 57.8%；农
药类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中，氨基甲酸酯类、磷化铝
和有机磷， 占该类事件数的 61.5%； 有机溶剂职业
中毒事件中，苯、甲苯、二甲苯、以上三者混合物、
1，2-二氯乙烷、油漆稀释剂、二甲基甲酰胺占该类
事件数的 56.3%； 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职业中毒
事件中， 对硝基苯胺占该类事件数的 50.0%； 金属
与类金属职业中毒事件中，砷化氢占该类事件数的
64.3%。 不详危害因素的事件中，除去系统建成初期
有 23 起（占 74.2%） 没有上传详细事件报告以外，
有 8 起（占 25.8%）是由于无法模拟现场环境，或者
没有检测能力造成无实验室检测证据而导致信息

表 1 2004—2021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年份分布

年份 事件数（构
成比/%）

事件数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病死
率/%一般 较大 重大

2004 23（4.4） 7 14 2 651（12.0） 26（4.3） 4.0

2005 65（12.3） 19 41 5 1 890（34.8） 74（12.3） 3.9

2006 47（8.9） 9 37 1 271（5.0） 74（12.3） 27.3

2007 63（11.9） 15 46 2 360（6.6） 81（13.5） 22.5

2008 55（10.4） 24 29 2 472（8.7） 67（11.2） 14.2

2009 33（6.3） 13 20 0 216（4.0） 25（4.2） 11.6

2010 28（5.3） 7 20 1 167（3.1） 38（6.3） 22.8

2011 33（6.3） 14 15 4 379（7.0） 47（7.8） 12.4

2012 19（3.6） 9 10 0 120（2.2） 19（3.2） 15.8

2013 23（4.4） 10 11 2 204（3.8） 40（6.7） 19.6

2014 19（3.6） 9 10 0 124（2.3） 20（3.3） 16.1

2015 11（2.1） 5 6 0 52（1.0） 11（1.8） 21.2

2016 11（2.1） 4 7 0 56（1.0） 12（2.0） 21.4

2017 20（3.8） 8 12 0 112（2.1） 27（4.5） 24.1

2018 24（4.5） 12 12 0 97（1.8） 20（3.3） 20.6

2019 23（4.4） 18 5 0 96（1.8） 7（1.2） 7.3

2020 17（3.2） 12 5 0 69（1.3） 7（1.2） 10.1

2021 14（2.7） 11 3 0 90（1.7） 5（0.8） 5.6

合计 528（100） 206 303 19 5 426（100） 600（100） 11.1

表 3 2004—2021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时间分布

发生月份 事件数
（构成比/%）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病死率/%

1 月 38（7.2） 1 601（29.5） 34（5.7） 2.1

2 月 20（3.8） 78（1.4） 18（3.0） 23.1

3 月 50（9.5） 287（5.3） 67（11.2） 23.3

4 月 46（8.7） 466（8.6） 48（8.0） 10.3

5 月 60（11.4） 584（10.8） 71（11.8） 12.2

6 月 52（9.8） 324（6.0） 52（8.7） 16.0

7 月 55（10.4） 341（6.3） 43（7.2） 12.6

8 月 64（12.1） 656（12.1） 89（14.8） 13.6

9 月 42（8.0） 233（4.3） 53（8.8） 22.7

10 月 34（6.4） 207（3.8） 37（6.2） 17.9

11 月 37（7.0） 177（3.3） 36（6.0） 20.3

12 月 30（5.7） 472（8.7） 52（8.7） 11.0

合计 528（100） 5 426（100） 600（10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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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2.5 行业分布

我国报告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涉及行业有 15
个门类，64 个大类。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居前
3 位的行业门类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
这 3 类行业的事件数占 70.6%，中毒人数占 75.9%；
死亡人数居前 3 位的行业门类为制造业、采矿业和
建筑业， 占 67.5%； 病死率居前 3 位的行业门类为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分别为 55.6%、
51.1%和 50.0%。 见表 5。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在制造业门
类中的事件数和死亡人数最多， 分别为 64 起和 54
人，占该行业门类的 22.5%和 17.9%；其他制造业在
制造业门类中的中毒人数最多，有 1 172 人，占该行
业门类的 32.5%。 采矿业门类中的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的构成比最高，事件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
别是 17 起 、124 人和 29 人 ， 占该行 业门类的
63.0%、66.0%和 51.8%。 见表 5。

除去由于报告信息不全，发生行业不详的事件
以外，行业大类显示，事件数构成比在 5%以上的行
业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批发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分别占 12.1%、7.0%、7.0%和 6.4%。 中毒人数构成
比在 5%以上的行业有其他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分别占
21.6%、11.7%、8.7%、5.5%和 5.0%。 死亡人数构成
比在 5%以上的行业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批发业， 分别占 9.0%、8.5%、8.3%和
5.2%。 见表 5。

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批发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引起中毒的危害因素来看，窒息性气体在这四个
行业占比均列首位，分别占 37.5%、43.2%、45.9%和
91.2%。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职业性
危害因素最多，除窒息性气体因素外，刺激性气体、
有机溶剂、 混合气体、 其他化学品分别占 35.9%、
6.3%、6.3%、4.7%；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不详类
别均占 3.1%；金属与类金属、农药均占 1.6%。 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金属与类金属、刺激性
气体分别占比 40.5%、8.1%、 混合气体、 其他化学
品、不详类别均占 2.7%。 批发业中，刺激性气体、有
机溶剂分别占 27.0%、10.8%；混合气体、农药均占

5.4%；其他化学品和不详类别占 2.7%。 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中， 职业危害因素均为有害气体，
其中混合气体、刺激性气体分别占 5.9%、2.9%。

表 5 2004—2021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行业分布

行业分类 事件数
（构成比/%）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病死
率/%

A 农、林、牧、渔业 8（1.5） 38（0.7） 3（0.5） 7.9

B 采矿业 27（5.2） 188（3.5） 56（9.3） 29.8
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 17（3.2） 124（2.3） 29（4.8） 23.4

采矿业其他大类 10（2.0） 64（1.2） 27（4.5） 42.2

C 制造业 285（54.0） 3 606（66.5） 302（50.3） 8.4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64（12.1） 471（8.7） 54（9.0） 11.5

医药制造业 16（3.0） 300（5.5） 12（2.0） 4.0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34（6.4） 272（5.0） 50（8.3） 18.4

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37（7.0） 634（11.7） 51（8.5） 8.0

其他制造业 6（1.1） 1 172（21.6） 3（0.5） 0.3

制造业其他大类 128（24.4） 757（13.9） 132（21.9） 17.4
D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6（3.0） 87（1.6） 28（4.7） 32.2

E 建筑业 43（8.1） 204（3.8） 47（7.8） 23.0

F 批发和零售业 45（8.5） 312（5.8） 35（5.8） 11.2

批发业 37（7.0） 259（4.8） 31（5.2） 12.0
批发和零售业其
他大类 8（1.5） 53（1.0） 4（0.7） 7.5

G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4（2.7） 120（2.2） 27（4.5） 22.5

H 住宿和餐饮业 19（3.6） 101（1.9） 4（0.7） 4.0
I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3（0.6） 10（0.2） 4（0.7） 40.0

K 房地产业 5（0.9） 17（0.3） 3（0.5） 17.6

L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5（0.9） 13（0.2） 5（0.8） 38.5
M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11（2.1） 39（0.7） 10（1.7） 25.6

N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13（2.5） 47（0.9） 24（4） 51.1

O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10（1.9） 27（0.5） 15（2.5） 55.6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2） 2（0） 1（0.2） 50.0

不详 23（4.4） 615（11.3） 36（6.0） 5.9

总计 528（100） 5 426（100） 600（100） 11.1

2.6 企业规模分布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由高到低的企业依

次是小、微、大、中型企业，构成比依次为 38.3%、
31.4%、13.6%和 11.7%； 企业规模明确的 502 个企
业中，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导致的中毒人数由高
到低依次是微、小、中、大型企业，构成比依次为
40.3%、24.4%、14.0%和 9.8%；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由高到低依次是小、微、大、中
型企业， 构成比依次为 41.2% 、26.7% 、16.5%和
9.7%； 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病死率较高且相近，
分别是 18.7%和 18.6%。 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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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4—2021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企业规模分布

企业规模 事件数
（构成比/%）

中毒人数
（构成比/%）

死亡人数
（构成比/%） 病死率/%

大型 72（13.6） 532（9.8） 99（16.5） 18.6

中型 62（11.7） 761（14） 58（9.7） 7.6

小型 202（38.3） 1 323（24.4） 247（41.2） 18.7

微型 166（31.4） 2 186（40.3） 160（26.7） 7.3

不详 26（4.9） 624（11.5） 36（6.0） 5.8

总计 528（100） 5 426（100） 600（100） 11.1

3 讨论
李生才等［3］对国内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跟踪式的

数据统计和分析显示：2012—2021 年， 毒物泄漏与
中毒（即市政事故）372 起，死亡 1 222 人；年均报告
37 起，年均死亡 122 人。 同期比较 2012—2021 年我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急性职业
中毒事件 181 起， 死亡 168 人； 年均报告 18 起，年
均死亡 17 人。 两者数据来源不同， 提示 2012 年以
后， 疾控中心参与处置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在减
少，且存在漏报情况。 可能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将职业中毒
事故处置改为由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原
卫生部门进行调查处理有关。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处
置需要明确职能分工，多部门统一协调和开展部门
间高效联动［4］。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内涵的释义（试
行）》中，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包括“一次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9 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按
照预案，发生 1 例急性职业中毒也应当进行事件报
告。 2009—2016 年，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
息系统数据显示，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年均 22 起。 而
同期， 我国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显示，
急性职业中毒个案病例数年均 570 例［5］， 是事件数
的25.9 倍。 可见，大部分个案病例并未按照《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的分级进行报告。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的急性职业中毒事
件基本反映的是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报告的重大急性职业中毒事故。 病例报告主要是为
了发现疾病发生规律，发现重点防治的人群、行业
等； 事件报告是为了发现苗头后调配应急资源，迅
速开展事件处置。 建议适当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分级中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的填报门槛，
预案修订时，重新考虑分级的划分，从源头上减少
漏报，既减轻基层工作人员负担，也符合现实需要。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病死率 11.1%，远高于 2020

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病死率 0.45%［6］。 急性职业
中毒事件有 57.4%是较大级别， 且该级别的病死率
高达 24.0%。 同时，除了公共卫生事件以外，自然灾
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均能衍生或次生急性
职业中毒事件发生，是一类危害严重的公共卫生事
件［7］。

本文未纳入分析的事件中，有 2 起是农民在从
事家庭农业生产或粮食贮存时， 不规范使用中毒、
高毒农药引起， 由于没有用人单位和雇佣关系，未
纳入急性职业中毒事件范畴。 农业生产中，劳动者
缺乏统一的组织，劳动的场所、时间、作息时间间隔
不相同，给作业场所的卫生学评价及卫生措施的实
施增加了困难，同时也缺乏专门的劳动卫生管理机
构和劳动卫生服务，目前也无针对农村劳动卫生和
劳动保护的法规。 虽然急性生产性农药中毒的伤害
高发［8］，但只有农业生产企业化运作，农业劳动者才
能获得相应保障。 可适当调整和修改《工伤保险条
例》和《职业病防治法》，将农业从业人员纳入社会
保障体系，确保农业劳动者在受到职业伤害时也能
获得与产业工人相近的救济和补偿。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报告数最多的是上海市，占
全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的 23.3%， 这可能与上海
的工业基础较雄厚，生产门类比较齐全，产业职工
队伍庞大且监测报告工作到位有关［9］。 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目前全国共有 800 余家化工园区（化工集
中区），规划布局不合理、配套设施不健全、入园门
槛低、安全隐患多、专业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
普遍，已经形成系统性风险。 因此，应该针对不同行
业的职业性危害因素特点， 采取不同的个人防护、
职业卫生管理和宣传教育［10］。

5—8 月是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的高发月份，其事
件数占 43.8%， 可能与天气逐渐炎热， 未做好个人
防护等因素有关。这 4 个月份中，6 月份急性职业中
毒事件数相对最少，可能与 6 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
月有关。 我国从 2002 年 6 月开展首次安全生产月
活动，并延续至今已有 21 年。 应将安全生产强化警
示教育贯穿全年且常态化，使得安全生产意识和相
关知识深入到每一位职业劳动者中。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中， 引起中毒的毒物种类
多，有 100 余种，主要是窒息性气体、刺激性气体、
有机溶剂、农药、混合气体。 其中，窒息性气体这类
危害因素引起的中毒事件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
均排在首位，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占窒息性气体类事
件数的 82.9%。 该类事件多发生在局限空间， 多与
未严格落实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职工上岗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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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安全卫生教育不到位、员工自我防范意识和保
护能力不强等有关，需要在企业加强开展自救互救
和健康防护教育与应急救援方面的培训。

除了传统的工业、农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
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以外，和群众生活
相关以及科研活动等行业的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数
占所有行业门类事件数的 12.7%。 这些行业常常将
危害严重、风险较高的工作外包，聘请临时工［11］；临
时工未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缺乏职业危害预防及
自救互救知识，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极易造成急性
职业中毒事件发生。需要在摸清临时工的职业危害本
底后，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临时工健康管理办法。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在小、微企业发生的构成比
占 69.7%（企业规模未标化数据），可见小、微企业
在职业卫生管理与监督上需要不断加强。 无论是
小、微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其病死率几乎相同，一旦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其后果都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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