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调查·

广东省阳江某刀具厂急性亚硝酸盐中毒调查

余宏杰 罗会明 鲁锡荣 宋曲波 范子凡

【摘要】 目的 揭示广东省阳江某刀具厂急性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探讨中毒的主要危险因素。

方法 对工厂管理人员、中毒患者、经治医生、生活用水的污染过程以及工业废水的处理、排放细节进

行现况调查。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员工的发病情况和主要暴露因素。结果 发病 !" 例，罹患率为

#"$%&（!" ’ (()）。饮用水集中在当天下午上班后 #!*)) 至 #+*!)，发病高峰在 #+ * )) 左右，潜伏期中位

数为 ,) -./。不同饮水量的工人罹患率不同，随着饮水量的增加，罹患率也增加，存在比较明显的剂

量反应关系（!
(
趋势 0 1,$##+，! 2 )$)#）。实验室检测工人饮用后的残留水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结

论 此事件为一起饮用水被亚硝酸盐污染导致的急性中毒。当地刀具生产企业对亚硝酸盐等有毒化

学品的保管使用、供水系统的设计以及工业废水处理排放后对人群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值得有关部门

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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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亚硝酸盐中毒多见于将亚硝酸盐当食盐误

食，或进食含亚硝酸盐较多的蔬菜、肉食而引起。亚

硝酸盐对血管舒缩中枢和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并

可使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从而失去携氧

能力，严重者可危及生命［#］。但饮用水被亚硝酸盐

污染导致的急性中毒少见报道［(］。())( 年 ! 月 #(
日广东阳江某刀具厂发生一起急性亚硝酸盐中毒事

作者单位：#)))+)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

病学培训项目（余宏杰、罗会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毒控制中

心（鲁锡荣）；广东省阳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宋曲波、范子凡）

通讯作者：余宏杰 XH-5.I：B=47/AD.9Y/9:95>9$ <7-

件，为揭示中毒事件的主要原因，探讨中毒的主要危

险因素，我们于 ! 月 #( Z #+ 日进行了流行病学调

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 $事件经过：())( 年 ! 月 #( 日 #! * !) 广东阳江

某刀具厂工人上班后从车间电热水器接开水，饮用

后陆续出现以口唇发绀或头痛、头晕、乏力、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中毒病例。厂方约

#+ * !) 将怀疑被亚硝酸盐工业循环水污染的管道分

离，#1 *)) 将自觉有不适症状的 [" 名工人送阳江市

人民医院救治，市、县两级卫生防疫站当天采集了水

,#% 



样标本，并指导清除了污染的供应开水，清洗了食堂

生活用水水池。截止 ! 月 "# 日中午，所有病例痊愈

出院。

$ %调查方法：首先采用统一调查表对所有中毒

患者进行个案调查，走访工厂管理人员、经治医生，

详细了解该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系统、发病当天

的污染过程以及工业废水的处理、排放细节。提出

初步病因假设，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方法对 ! 月 "&
日上班的 "’( 名员工的一般情况、发病情况、主要临

床表现、饮水时间和饮水量进行调查。

! %病例定义：! 月 "$ 日 "! )!* + $* )**，广东阳江

某刀具厂出现的以口唇发绀或头痛、头晕、乏力、恶

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员工。暴露

定义：! 月 "$ 日 "! )** + "& )!* 饮用该厂电热水炉开

水者。

# %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用 ,-.,/ $*** 录

入数据，,01 2345 6 %*#统计分析。

结 果

" %发病概况：该厂共有员工 $6! 名，其中工人

$$* 名。#! 名管理人员平时饮用桶装水，均未发病。

根据病例定义共有 !6 人诊断为中毒病例，罹患率为

"6 %#7（!6 8 $$*）。平均年龄$( %&岁，最小 "9 岁，最大

#’ 岁。男女性别比为 " ) #。对 !6 例病例分析，主要

临床 表 现 为 头 痛（99 %’7）、头 晕（(# %#7）、恶 心

（’6 %"7）、腹痛（&* %*7）、呕吐（"6 %97）、轻度腹泻

（’ %!7）、口唇发绀（"! %(7）。病例均未检测血液中

高铁血红蛋白含量。

$ % 发病与饮水暴露关系分析：

（"）发病与饮水分析：共调查 "’( 名员工，其中 $$
名工人发病，$6 名管理人员当天饮用桶装水均未发

病。对 "6! 名工人的饮水量按每 &* :; 分级，分析与

发病的关系发现：不同饮水量的工人罹患率不同，随

着饮水量的增加，罹患率也增加，存在比较明显的剂

量反应关系（!
$
趋势 < 9(%""&，! = *%*"）（表 "）。

（$）暴露时间分布及潜伏期：对 !6 例中有明确饮

水时间和发病时间的 $& 例分析发现：饮水集中在当

天下午上班后"!)** + "&)!*；所有病例自"#)!*开始发

病，"’)**以后无病例出现，发病集中在"&)**左右。潜

伏期在!* + $!* :13 之间，中位数为 (* :13。

!%实验室检测结果：阳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 日"’)**采集该厂工业循环水池、发病工人饮用后

残留开水和食堂生活用水池的样本，检测亚硝酸盐含

量分别为" $&*%* :> 8 /、$’*%& :> 8 / 和*%*$$ :> 8 /。"
例患者呕吐物亚硝酸盐定性反应阳性。

表! 广东省阳江某刀具厂工人不同饮水量

亚硝酸盐中毒罹患率比较

饮水量（:;） 人数 发病例数 罹患率（7）

!"&* $$ "& 6’%$
"** + "#( 6 # 66%9
&* + (( "# $ "#%!
= &* $& " #%*
* (6 * *%*

合 计 "6! $$ "!%&

!
$
趋势 < 9(%""&，! = *%*"

# %流行因素调查：该刀具厂的工业用水系统由

含量大约为" %&6 > 8 / 的亚硝酸盐循环水组成，用于

刀具表面的金属防锈处理。生活用水由抽取的地下

水和当地自来水组成。! 月 "$ 日约"! )**由于工人

的误操作导致亚硝酸盐循环水管道与生活用水管道

混接，"! )!*工人上班，饮用电热水器的水后，陆续出

现中毒病例。

讨 论

" %本次事件为一起饮用污染有亚硝酸盐的水导

致的急性中毒。主要为轻度中毒，少数为中度。主

要依据："病例以头痛、头晕、恶心、腹痛为主要症

状，偶见呕吐、轻度腹泻，部分病例口唇、指甲发绀。

符合亚硝酸盐中毒的临床表现。#病例暴露因素相

同，均为饮用被亚硝酸盐污染的水。先饮水，后发

病，符合亚硝酸盐中毒的潜伏期和事件的先后顺序。

$发病与未发病组暴露率差异有显著性，并且存在

比较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特效解毒药亚甲兰治

疗后，症状消失。&暴露因素消除后无新病例出现。

’实验室检测结果为亚硝酸盐严重超标。

$ %中毒事件发生后，阳江市人民医院迅速组织

"$* 多位医务人员对所有疑似中毒患者进行了分类

诊断、治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迅速从其他医院和医

药公司调集特效解毒药。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也于当

天下午"’ )**赶赴现场进行中毒病例个案调查，并采

集水样和呕吐物标本进行检测。由于反应迅速，救

治措施得力，此次中毒事件未造成较大影响。

! %本起事件是由电热水器内水污染引起，但污

染的起止准确时间不详，工人饮水量不容易量化，污

染水中亚硝酸盐的浓度不恒定，工人对亚硝酸盐的

摄入量也无法确定，暴露时间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因

此对暴露饮水量与发病关系的分析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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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由于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供水系统的设

计缺陷导致饮用水被亚硝酸盐污染而引起的中毒事

件国内外鲜见报道，仅 #$$% 年浙江台州报道过一起

当地钢管厂亚硝酸盐循环冷却水污染自来水引起的

人畜中毒事件［&］。该厂对有毒化学品的管理存在严

重隐患，既无专用柜锁紧贮存，也无出入库使用记

录。阳江当地还有# ’’’余家刀具生产企业，绝大多

数采用亚硝酸盐循环水用于刀具表面的防锈处理，

而且每家均有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两套供水系统。

因此对亚硝酸盐等有毒化学品的保管、使用以及工

业循环水与生活用水两套供水系统的设计、置换的

操作程序、潜在的危险因素值得有关部门的注意。

(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该厂对亚硝酸盐循环

水仅用漂白水简单处理后直接排放。目前国内仅有

地面 水（)*+&%%%+%%）和 二 次 供 水 设 施（)*#,’(#+
#$$,）卫生标准的亚硝酸盐含量标准，没有生活饮用

水亚硝酸盐含量标准和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亚硝

酸盐在酸性环境下，可结合转化为亚硝胺，而亚硝胺

有较强的蓄积致癌作用。目前国内有利用半导体光

催化剂 *-./& 对含亚硝酸盐废水进行处理［!］，利用

水体中亚硫酸盐将亚硝酸盐还原为氮气［(］，利用强

氧化剂对活性炭进行改性，抑制活性炭吸附水中亚

硝酸盐的形成［0］，铁屑、12. 3 、45 3 ! 对亚硝酸盐氮

的还原作用以及 5./. 对亚硝酸盐氮的氧化作用［,］，

但对含亚硝酸盐工业废水的标准处理方法未见报

道。因此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不但应该关

心急性中毒事件本身对人民群众和接触者健康的直

接危害，更应密切关注亚硝酸盐等工业废水、废物处

理排放后对人民群众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应对刀具生产行业亚硝

酸盐等有毒化学品的保管、使用以及工业循环水与

生活用水供水系统的设计、置换的操作程序、潜在的

危险因素进行评估。"当地环保部门应对工业污水

的排放和地表水进行监测。#考虑建立监测系统，

长期关注工业亚硝酸盐污染对当地环境和人民健康

的影响。$对当地刀具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

开展亚硝酸盐等有毒化学品中毒危害的健康教育。

%卫生部门应针对当地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的特效解

毒药保证足量贮备，进一步总结、完善、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急救、调查、控制能力。

（对曾光教授、孙承业博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

现场流行病学项目全体学员、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

东省卫生监督所在本次调查中给予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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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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