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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推荐宣传用语

1. 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2. 职业健康，你我同行

3. 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护劳动者身心
健康

4. 关爱劳动者健康，助力健康中国

5. 守护职业健康，助力健康中国

6. 守护职业健康，共享幸福生活

7. 职业健康相伴，幸福终身相随

8. 推动高质量发展，职业健康在行动

9. 打造健康劳动者队伍，助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

10. 预防职业病，从提高健康素养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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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职业病防治是企业责任

2004年：尊重生命 保护劳动者健康

2005年：防治职业病 保护劳动者健康

2006年：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构建和谐社会

2007年：劳动者健康与企业社会责任

2008年：工作 健康 和谐

2009年：保护农民工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10年：防治职业病 造福劳动者——劳动者享有基
本职业卫生服务

2011年：关爱农民工职业健康

2012年：防治职业病 爱护劳动者

2013年：防治职业病 幸福千万家

2014年：防治职业病 职业要健康

2015年：依法防治职业病 切实关爱劳动者

2016年：健康中国 职业健康先行

2017年：健康中国 职业健康先行

2018年：健康中国 职业健康先行

2019年：健康中国 职业健康同行

2020年：职业健康保护 我行动

2021年：共创健康中国  共享职业健康

2022年：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2023年：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  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

一、历年宣传主题

预防为主  防治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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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病防治基本知识

（一）什么是职业病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

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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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职业病有哪些

三、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主要责任

十类  132种

尘肺病及其
他呼吸系统
疾病（19）

矽肺、煤工尘
肺、石墨尘肺、
石棉肺等

职业性放射
性疾病（11）

职业性化学
中毒（60）

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7）
1.中暑；2减压
病 
3.高原病； 4.
航空病；5.手臂
振动病等

其他职业病
（3）

1.炭疽 2.森林

脑炎 3.布氏杆

菌病

职业性皮肤
病（9）

职业性眼病
（3）

1.化学性眼部灼
伤；2.电光性眼
炎；3.职业性白
内障 

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
（4）

1.噪声聋  2.铬
鼻病  3.牙酸蚀
病等

职业性肿瘤
（11）

职业性传染
病（5）

（一）应当保障职业病防

治所需的资金投入，保证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

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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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工作场所采取以下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 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

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

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产生严重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

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三）用人单位工作场所
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
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
时、如实向所在地卫生行
政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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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日常监测，确保监测系统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档，并向所在地卫生行

政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2. 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并督促、指导劳动者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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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
应当按照规定组织上岗
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
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
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
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

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
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
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用人单
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
签章。

（六）职业卫生培训的要求
1.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职业卫生
培训。
2. 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
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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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

（一）受教育、培训权

上岗前和在岗期间，劳动

者有权得到职业卫生培训。

通过培训，劳动者掌握职

业卫生知识，遵守职业病

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

操作规程，在工作中正确

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

（二）职业健康权

劳动者有权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

业病防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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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
同时，有权了解工作场所
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危害后果和
应当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
施，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2. 用人单位应定期检测
并公布工作场所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三）职业病危害知情权

（四）获得劳动保护权

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符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职

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改善工作

条件。 

3. 用人单位应提供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检查结果；

4. 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告知劳动
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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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与民主管理权

劳动者有权参与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工作的民主管理，对职业病防
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检举、控告权

劳动者有权利和义务向单位主管部门报告以下事项：
发现作业场所存在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
发现作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
发现职业病防护设施损坏。
劳动者有权检举和控告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以及危及生命健康的行为。

（六）拒绝作业权
1.有权拒绝在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下从事职业危害
作业；
2 . 有 权 拒 绝 违 章 指 挥 和 强 令 的 冒 险 作 业 ；
3.用人单位若与劳动者设立劳动合同时，没有将可能产
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等告知劳动者，劳动者有权拒
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
或者终止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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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职工在经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1.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
级冷水作业；
2.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
级低温作业；
3.体 力 劳 动 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4.高 处 作 业 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高
处作业。

五、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一）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1.矿山井下作业；
2.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
度的作业；
3.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kg的作业，或
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 25kg的作业。

- 10 -

职业病防治宣传手册



1.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及其化合
物 、 汞 及 其 化 合 物 、 苯 、
镉、铍、砷、氰化物、氮氧化
物、一氧化碳、二硫化碳、氯、
己内酰胺、氯丁二烯、氯乙烯、
环氧乙烷、苯胺、甲醛等有毒
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的作业。

（三）女职工在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3.非密封源放射性物质的操作，核事故与放射事故的
应急处置；
4.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高处作业；
5.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冷水作业；
6.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低温作业；
7.高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
8.噪声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
9.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
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10.在密闭空间、高压室作业或者潜水作业，伴有强烈
振动的作业，或者需要频繁弯腰、攀高、下蹲的作业。 

2.从事抗癌药物、己烯雌酚生产，接触麻醉剂气体等
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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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职工在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1.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第一项、第三项、第九

项；

（五）女职工特别待遇

1.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

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2.作 业 场 所空气

中锰、氟、溴、甲醇、

有机磷化合物、有机

氯化合物等有毒物质

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的作业。

2.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予

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3.对怀孕 7 个月

以上的女职工，用

人单位不得延长劳

动时间或者安排夜

班劳动，并应当在

劳动时间内安排一

定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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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

计入劳动时间。

5.女职工生育享受98 天产假；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15 

天。

6.女职工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享受 15 天产假；

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享受 42 天产假。

7.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和医疗费用，对已经参

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

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的标

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

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

人单位支付。

8.对哺乳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

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9.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

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

女职工安排 1 小时哺乳

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

胎的，每多哺乳1 个婴

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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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一）防尘口罩

防尘口罩分为多次使用型和一次使用型。在有粉尘环

境下工作，作业者必须佩戴防尘口罩。防尘口罩不能

用于缺氧环境和有毒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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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毒面罩

当作业场所空气中氧含量大于 19%，且有害气体浓度

没有超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防毒面罩。进行切割、打

磨、敲砸作业中接触有毒液体的，以及进行喷砂、弹

射工具及砼泥作业时要佩戴面罩。

2.正确佩戴：选择合适的规

格，使罩体边缘与脸部贴紧。

使用时必须记住，事先拔去

滤毒罐底部进气孔的胶塞，

否则易发生窒息事故。

3.专人保管，使用后及时消

毒。 

防毒面罩使用注意
事项：
1.使用前要进行气
密性检查：使用者
戴好面具后，用手
堵住进气口，同时
用力吸气，若感到
闭塞不透气时，说
明面具是基本气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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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当作业场所空气中氧含量小于 

19%，有毒气体浓度超标时，须选

用 正 压 式 空 气 呼 吸 器 。

空气呼吸器使用注意事项：

1. 使用前先进行压力测试：打开

气瓶阀，沿逆时针方向旋开气瓶

注意：面罩的密封圈与皮肤紧

密 贴 合 是 面 罩 密 封 的 保

证，必须保证橡胶密封面与皮肤

之间无头发或胡须等。 

2. 压力表应固定在空气呼吸器的肩带处，随时可以观

察压力表示值来判断气瓶内的剩余空气。

3. 要确认口罩上已装了吸气阀。

4. 用手掌心捂住面罩接口处，通过吸气直到产生负压，

检验面罩与脸部密封是否良好。

手轮，至少 2 圈。同时观察压力表读数，气瓶压力应

不小于 28MPa，否则应换上充满压缩空气的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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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气瓶内消耗空气至 

5.5MPa±0.5MPa 时，报警

器会发出报警声，以提醒使

用者气瓶内最多还有 16% 

的空气。一旦听到报警声，

应立即结束在危险区工作，

并尽快离开危险区。

2. 把耳朵向上向外提起，

将搓细的耳塞塞入耳朵中；

3. 用手扶住耳塞直至耳塞

在耳中完全膨胀定型（大约

要持续 30s 左右）； 

（四）耳塞的使用方法

1. 取出耳塞，用食指和大

拇指将其搓细（越细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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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耳罩的使用方法

1.使用耳罩时，应先检查罩壳有无裂纹和漏气现象，佩

戴时应注意罩壳的方向，顺着耳廓的形状戴好；

2.将连接弓架放在头顶适当位置，尽量使耳罩软垫圈与

周围皮肤相互密合。

4.佩戴泡沫耳塞时，应将圆体搓

成锥体后，塞入耳道，让塞体自

行回弹、充满耳道；

5.佩戴硅橡胶自行成型耳塞时，

应分清左右；放入耳道时，要将

耳塞转动、放正位置；

注意事项：

无论戴耳罩还是耳塞，均

应 在 进 入 噪 声 场 所

前戴好，在噪声区不得随

意摘下，以免伤害耳膜。

如确需摘下，应在休息时

或离开后，到安静处取出

耳塞或摘下耳罩。 

6. 戴后感到隔声不良时，可将耳塞稍微缓慢转动，调整

到效果最佳位置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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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粉尘的危害及预防

1.什么是生产性粉尘

有些企业在进行原料破碎、过筛、搅

拌装置的过程中，常常会散发出大量

微小颗粒，在空气中浮悬很久而不落

下来，这就是生产性粉尘。

有些粉尘具有致癌性，如

石棉是世界公认的致癌物

质，石棉尘可引起间皮细

胞瘤，可使肺癌的发病率

明显增高。铅、砷、锰等

有毒粉尘，能在支气管和

肺泡壁 上 被 溶 解 吸

收 ， 引 起 铅 、 砷 、

锰等中毒。 

2.粉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长期大量吸入粉尘，使肺组织发生弥漫性、进行性纤维

组织增生，引起尘肺病，导致呼吸功能严重受损而使劳

动能力下降或丧失。

七、常见职业病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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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尘肺病的预防

尘肺病预防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防止有害粉尘的吸入。

（1）技术措施

改革工艺过程、革新生产设备：是消除粉尘危害的主

要途径，如遥控操纵、计算机控制、隔室监控等避免

接触粉尘。湿式作业：如采用湿式碾磨石英或耐火材

料、矿山湿式凿岩、井下运输喷雾洒水、煤层高压注

水等，可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粉尘飞扬，降低环境粉尘

浓度。 

另外，粉尘还会堵塞皮脂腺使皮肤干燥，可引起痤疮、

毛囊炎、脓皮病等；粉尘对角膜的刺激及损伤可导致

角膜的感觉丧失、角膜浑浊等改变；粉尘刺激呼吸道

黏膜，可引起鼻炎、咽炎、喉炎。

3.什么是尘肺病

尘肺病是由于在生

产活动中长期吸入

生产性粉尘引起的

以肺组织弥漫性纤

维化为主的全身性

疾病。尘肺病隐匿

性比较强，早期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会

出现气喘、气短、胸闷、胸痛、咳嗽、咳痰、不能平

卧等症状，最典型的症状是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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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和个人卫生：

佩戴防尘护具，如防尘

安全帽、防尘口罩、送

风头盔、送风口罩等，

讲究个人卫生，勤换工

作服，勤洗澡。 

密闭、抽风、除尘：对不能采取湿式作业的场所，应

采用密闭抽风除尘办法。如采用密闭尘源与局部抽风

相结合，防止粉尘外逸。

（2）卫生保健措施

接尘工人健康监护：包括上岗前体检、岗中的定期健

康检查和离岗时体检，对于接尘工龄较长的工人还要

按规定做离岗后的随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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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1.有机溶剂类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有机溶剂多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同类者毒性相似，如

氯代烃类多具有肝脏毒性，醛类具有刺激性等。应用

广泛的有机溶剂有苯、甲苯、二甲苯、二氯乙烷、正

己烷等。

（1）苯

染料、合成橡胶、农药生产中，以及油漆制造、建筑

喷漆、制鞋厂、家具厂、箱包加工厂，是苯中毒高发

领域。苯会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患有血液系统

疾患、肝肾疾病以及哮喘患者均不宜事苯作业。

急性苯中毒症状：轻度时
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兴奋、欢快、步态不稳，
重度时烦躁不安、幻觉、
震颤、抽搐、昏迷、心律
不齐，严重者也可因呼吸
中枢麻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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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苯中毒的早期表现是头晕、头痛、失眠、多梦、乏

力、记忆力减退，中期表现是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

出血，严重者可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甚至死

亡。

（3）二氯乙烷

二氯乙烷在工业上被用作化

学合成、工业溶剂和黏合剂，

金属件的清洗剂，纺织、石

油、电子工业的脱脂剂。

生产中甲苯主要通过呼吸系统、皮肤吸入人体，对皮

肤、黏膜有刺激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甲苯、二甲苯毒性小于苯，但刺激症状比苯严重，吸

入后可出现咽喉刺痛感、发痒和灼烧感；刺激眼黏膜，

可引起流泪、发红、充血；溅在皮肤上局部可出现发

红、刺痛及疱疹等。重度甲苯中毒后，或呈躁动不安、

哭笑无常的兴奋状，或呈嗜睡、木僵等压抑状，严重

的会出现虚脱、昏迷。长期接触可发生神经衰弱综合

征、肝肿大、女工月经异常、皮肤干燥、皲裂、皮炎

等慢性中毒症状。 

（2）甲苯、二甲苯

甲苯、二甲苯的生产多从煤焦油

或石油裂解产生，在工业上主要

用于油漆、涂料、胶水的有机溶

剂，也可制造糖精、染料、药物

和炸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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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中毒除上述症状加重外，患者还有步态蹒跚、嗜
睡、意识模糊、朦胧或一过性晕厥现象，恶心、呕吐
等胃肠道症状或有轻度肝、肾损害。

重度中毒会出现意识障碍，如出现谵妄状态、昏迷等，
可伴有肝、肾损害。长期低浓度接触可引起神经衰弱
综合征和消化道症状。可致皮肤脱屑或皮炎。

二氯乙烷对眼睛及呼吸道有刺激

作用，吸入后可引起肺水肿，抑

制中枢神经系统、刺激胃肠道，

引起肝、肾和肾上腺损害；接触

可出现头晕、头痛、烦躁、乏

力等症状，伴有流泪、流涕、咽

痛、咳嗽等黏膜刺激症状。

（4）正己烷

正己烷主要作为有机溶剂，常用于印刷、电子等行业

的清洁工作，如清洗印刷机械、液晶显示器、手表表

面的油污等。正己烷可经呼吸道、皮肤和黏膜进入
机体，引起中毒，主要是对中枢

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可引起短

期麻醉，但无后遗症。长期接触

能引起多发性周围神经炎，从接

触到发病一般是几个月到几年。

高浓度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呼吸

道刺激症状和头晕、麻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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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机溶剂中毒的预防

通过工艺改革和密闭通风措施，降低空气中的有机溶

剂浓度。

经常检测作业环境空气中有机溶剂的浓度。

加强对作业工人的健康检查，做好上岗前和在岗期间

的定期健康检查工作。

慢性中毒早期表现为手足发麻、疼痛、触觉减退，进

一步发展可表现为四肢无力、握拳困难、行走费力、

至不能站立。双上肢出现肌无力时，双手 难 以 做 

精 细 动作，不能夹菜、扣衣扣、剥鸡蛋壳等，严重

时可致瘫痪。

凡患有多发性周围神经病

以及糖尿病等职业禁忌证

的人员，均不得从事接触

正己烷作业。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

饮水，工作完毕要淋浴更衣，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加强个体防护，佩戴自吸过

滤式防毒面具，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防毒渗透工作

服，戴乳胶手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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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属与类金属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常见的金属和类金属毒物有铅、汞、锰、镍、铍、砷、
磷及其化合物等。

（1）铅

生产中接触铅烟、铅尘的行业有：铅矿开采、熔炼，
蓄电池生产，机械制造行业的制铅管、铅丝，制造工
业电焊、熔割、烤铲，电缆制造、仪表行业的搪锡等。

接触铅化合物的行业有：油漆、颜料、橡胶、玻璃搪
瓷、农药、景泰蓝、塑料、半导体、中药制造业等。
其中以铅矿开采、熔炼及熔铅行业职工患职业病率较
高。铅及其化合物主要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
对 人 体 各 个 组 织 器 官 均 有 毒 性 作 用 ， 主
要 损 害 神 经 、 消 化 、 造 血 系 统 。 表 现 为
口内有金属甜味，头痛、头晕、失眠、多梦、记力减
退、乏力、食欲减退、腹胀，严重时出现贫血、腹绞
痛、肝肾损害，以及铅麻痹和中毒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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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主要通过呼吸道、皮肤侵入人体，损害神经、呼吸、

消化和泌尿系统。急性中毒时有头痛、头晕、乏力、多

梦、发热等全身症状，并有明显口腔炎表现，可出现食

欲不振、恶心、腹痛、腹泻等，部分患者皮肤出现红色

斑丘疹，少数严重者可发生间质性肺炎及肾脏损伤。

（2）汞

常 接 触 汞 的 行业

和工种有汞矿的开采、

冶炼，食盐、烧碱和

氯气的制造业， 仪 

表 的 制 造 维修，

塑料、燃料生产，金、

银的提取等。

慢性中毒比较常见，

主要由于长期吸入汞

蒸气而引起，最早出

现头痛、头晕、乏力、

记忆减退等神经衰弱

综合征，汞毒性震颤，

另外可有口腔炎，少

数病人有肝、肾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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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锰

生产中接触锰的行业及工种有：用二氧化锰作原料生

产高锰酸钾，用锰作氧化剂生产农药或染料，用锰作

催化剂生产醋酸等；锰矿的开采及矿石的加工破碎、

碾磨、筛选和包装；高炉冶炼锰铁、锰合金钢生产、

锰钢的高温切割或碳弧气刨、锰合金的电焊等；用三

氧化锰制造干电池、电焊条或用作玻璃着色剂。 

毒性大于锰尘。除有机锰可

经皮肤吸收外，其他锰化合

物基本不经皮肤吸收。进入

体内的锰以不溶性磷酸锰的

形式蓄积于 肝、肾、小 肠、 

内 分泌腺、胰、脑、骨、

肌肉及毛发中。

生产中主要以锰烟及锰尘的形式经呼吸道吸收而引起

中毒，主要为慢性中毒，损害中枢神经系统。锰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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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锰中毒多见于锰矿开采、锰铁冶炼、电焊及干电池

作业等工种。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记忆减退、嗜睡、

心动过速、多汗、两腿沉重、走路速度减慢、口吃、易

激动等。重者出现“锰性帕金森氏综合征”，

镉主要用于电镀、制造镍镉电池、制作镉黄颜料，生产

合金及焊条、核反应堆的镉棒或涂在石墨棒上作中子吸

收剂，塑料稳定剂中常用硬脂酸镉。在镉冶炼、应用镉

及化合物生产中均有职业接触。 

镉及其化合物的职业禁忌

证有慢性肾小管间质性肾

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支

气管哮喘、慢性间质性肺

病、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等。

特点为面部呆板、无力、情

绪冷淡、语言含糊不情、四

肢僵直、肌颤、走路前冲、

后退极易跌倒、书写困难等。 

（4）镉

急性吸入镉烟雾、镉蒸气中毒，会出现眼及呼吸道症状，

如流泪、结膜充血、流涕、咽痛、咽充血、咳嗽、胸闷。

吸入浓度更高或接触时间长可发生化学性支气管炎、化

学性肺炎、肺水肿，患者咳嗽加剧、胸痛、咳大量黏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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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粉红色泡沫痰、发绀、呼吸困难，可伴有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 

长期接触低浓度镉化合物烟尘或粉尘的工人可出现慢

性镉中毒，引起肾脏损害，慢性肾功能衰竭。严重慢

性中毒者可损害骨骼，自觉背部和四肢疼痛，行走困

难，用力压迫骨骼后有疼痛感，可见骨质疏松、骨软

化、自发性骨折。如吸入中毒损害肺部，可出现肺气

肿症状。

改革生产工艺和设备，尽

量用低毒、无毒的新技术与新

工艺代替有毒的旧工艺，并使

生产装置密闭化、机械化、自

动化。对有毒作业场所加强通

风。 

（5）金属与类金属中毒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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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作业工人穿工作服，戴口罩。

下班后淋浴，并将工作服锁在指定的通风柜内。

定期监测车间空气中的金属或类金属浓度，做好上岗

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体检，严禁车间内进食、饮水和

吸烟。

3. 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的危害及预防

常见的会引起职业中毒的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有苯

胺、苯二胺、联苯胺、二硝基苯、三硝基甲苯、硝基

氯苯等。 

苯 胺 广 泛 用 于印染、

染料制造、橡胶、照相

显影剂、塑料、离子交

换树脂、香水、药物合

成等工业。 

短时间内吸收大量苯胺，表现为发绀，最先见于口唇、

指端及耳垂等部位，呈蓝灰色，出现头昏、头痛、乏

力、恶心、手指麻木及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者出现

心悸、胸闷、呼吸困难、精神恍惚、恶心、呕吐、抽

搐、心律紊乱、休克，以至昏迷、瞳孔散大、反应消

失等症状；严重中毒者，中毒 3 ～ 4 天后可出现不

同 程 度 的 溶 血 性 贫 血 ， 并 继 发 黄 疸 、

中毒性肝病和膀胱刺激症状等。肾脏受损时，出现少

尿、蛋白尿、血尿等，严重者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

少数见心肌损害。 

（1）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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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慢性接触苯胺可有神

经衰弱综合征，如头晕、

头痛、倦乏无力、失眠、

记忆力减退、食欲不振等

症状，并出现轻度发绀、

贫血和肝脾肿大等。皮肤

（2）三硝基甲苯

三硝基甲苯简称TNT，又称黄色炸药，广泛应用于国防、

采矿、开凿隧道等方面，还可用于制造硝铵炸药。在

粉碎、球磨、过筛、配料、装药等生产工艺过程中都

可接触大量 TNT 粉尘及蒸气，还用作照相药品和染料

的中间体。 

急性中毒时，轻者可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食欲

不振等症状；口唇呈蓝紫色，发绀可扩展到鼻尖、指

经常接触苯胺蒸气后，可发生湿疹、皮炎等。 

（趾）端等部位；重

者神志不清、呼吸浅

表、频速，偶有惊厥，

甚至大小便失禁，瞳

孔散大，对光反应消

失，角膜及腱反射消

失；严重者可因呼吸

麻痹死亡。慢性中毒主要表现为乏力、食欲减退、恶

心、肝区疼痛；严重者可导致肝硬化、白内障、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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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皮肤产生过敏性皮炎，严重

时 呈 鳞 状 脱 屑 ， 对 生 殖 功 能 造 成 损 害 。

（3）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中毒的预防 

改革生产工艺和设备，

尽量用低毒、无毒的新

技术与新工艺代替有毒

的旧工艺，并使生产装

置密闭化、机械化、自

动化。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设备检修，防止生产中“跑、

冒、滴、漏”现象发生。

对有毒作业场所加强通风，用三硝基甲苯做炸药的爆

炸现场先通风或喷淋后再进入。

定期监测作业环境中空气的毒物浓度，使车间空气毒

物浓度控制在职业接触限值之下。

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如三硝基甲苯易通过皮肤吸收而

引起中毒，作业工人要穿袖口、领口、袜口“三紧”的

工作服，戴防护手

套，工作后彻底淋

浴。

进行上岗前和在岗

期间的定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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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分子化合物生产中毒物的危害及预防

高分子化合物是由一种或者几种单体，经聚合或缩聚

而成，广泛应用于工农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及生活

用品等方面。 

（1）氯乙烯

氯乙烯用作塑料原料及有

机合成，也用作冷冻剂等。

工业上接触氯乙烯主要是

生产聚氯乙烯单体，其中

清釜工接触最多，其次为

离心、干燥或抢修中。 

生产中主要由吸入氯乙烯蒸气导致中毒，经皮黏膜吸收

也可引起中毒，损害肝、脾和神经系统，以及导致肢端

溶骨症或肝血管肉瘤。

急性毒性表现为麻醉作用，轻度中毒时病人出现眩晕、

胸闷、嗜睡、步态蹒跚等；严重中毒时，神志不清或呈

昏睡状，甚至造成死亡。皮肤接触氯乙烯液体，可出现

红斑、水肿、坏死。 

慢性中毒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

征、四肢末端麻木、感觉减退，

并有肝肿大、肝功能异常和消

化功能障碍。皮肤可出现干燥、

皲裂、脱屑、湿疹等。另有手

部肢端溶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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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甲基甲酰胺

二甲基甲酰胺作为重要的

化工原料及性能优良的溶

剂，主要应用于聚氨酯、

腈纶、医药、农药、染料、

电子等行业 

二甲基甲酰胺职业中毒常是吸入和皮肤吸收并存 , 且

以皮肤吸收为主。对皮肤、黏膜有刺激性，进入人体后

可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和肝、肾、胃等重要脏器。 

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眼和上

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如流泪、

咳嗽，中毒者还会出现头痛、

头晕、嗜睡、恶心、上腹部

剧烈疼痛等神经和消化系统

症状，严重者会出现消化道

出血。 

中毒数天后，患者会出现肝肿大、肝区压痛、黄疸、肝

功能异常等肝损害症状和肾功能障碍，也可出现一过性

心脏损伤。皮肤被二甲基甲酰胺污染后可出现皮疹、水

肿、水疱、破溃、脱屑等，并会出现麻木、瘙痒和灼痛

症状。慢性中毒可有皮肤、黏膜刺激，神经衰弱综合征，

血压偏低，另有恶心、呕吐、胸闷、食欲不振、胃痛、

便秘及肝功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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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分子化合物中毒的预防

加强生产设备和管道的密闭、

通风和维修保养，防止“跑、

冒、滴、漏”，严格掌握聚合

物烧结温度，避免或减少剧毒

物质产生。 

加强作业场所空气中毒物浓度检测，将空气中的有毒

物质浓度控制在职业接触限值以内。

进釜出料和清洗之前，先通风换气，经测试釜内温度

和浓度合格，佩戴防护服和送气式防毒面具，并有他

人监护方可进入釜内清洗。

采样、设备检修、残液处理时，操作者应戴送气式防

毒面具。 

1.什么是电磁辐

射

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我们接触

到的电磁辐射通

常可分为射频辐

射和极低频辐射。 

（三）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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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辐射的频率范围在 100kHz ～ 300GHz 之间，其中

频率在 300MHz ～ 300GHz 之间的，波长在 1m 以下的

电磁波为微波。极低频电磁场的频率范围在 3 ～ 

3000Hz 之间。 

2.电磁辐射存在的工作场所

雷达系统、电视和广播发射

系统的发射机房、设备调试

机房，射频感应及介质加热

设备，射频及微波医疗设备、

各种电加工设备，通信发射

台站、卫星地球通信站，飞

机、雷达预警飞机等。 

3.电磁辐射的危害

射频辐射主要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眼

睛和生殖系统有影响。微波辐射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眼睛和生殖系统会产生较大影响，还可对内分泌、

消化、血液等系统产生影响，对人体免疫系统也有影响。

高强度极低频磁场对神经和肌肉产生刺激并导致中枢神

经系统的神经细胞兴奋。 

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电磁相关实验室，移动设备研发

实验室，大型网站及无线网络设备，大型电力发电站、

输变电设备、高压及超高压输电线，地铁列车及电气火

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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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磁辐射的预防

指定专人负责工作环境电磁辐射管理，根据企业实际

运行情况、设备电磁辐射状况及工作场所的电磁辐射水

平，制定本企业的电磁辐射防护措施。 

增加辐射源与操作人员之间的距离，能够有效降低工

作人员受电磁辐射的影响。 

根据工作场所的电磁辐

射场强，确定选用相应的

电磁防护用品，包括防护

服、防护眼镜及辐射防护

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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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温作业的职业健康危害

对循环系统的影响。高温作业时，皮肤血管扩张，大

量出汗使血液浓缩，造成心脏活动增加、心跳加快、血

压升高、心血管负担增加。 

对消化系统的影响。高温对唾液分泌有抑制作用，使胃

液分泌减少，胃蠕动减慢，造成食欲不振；大量出汗和

氯化物的丧失，使胃液酸度降低，易造成消化不良。此

外，高温可使小肠的运动减慢，形成其他胃肠道疾病。

对泌尿系统的影响。高温下，人体的大部分体液由汗

腺排出，经肾脏排出的水盐量大大减少，使尿液浓缩，

肾脏负担加重。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在高温及热辐射作

用下，肌肉的工作能力、动作的准确性、协调性，大脑

反应速度及注意力降低。 

（四）高温作业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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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禁忌

患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消化

系统疾病的人不宜从事高温作业。

3.预防措施

应避免长时间在高温下劳动，作业环境要保持通风。

在强光下作业时，戴上草帽。

工作中注意补充水分。

可随身携带一些仁丹、十滴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 

为职工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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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情况下，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岗位调换，减

少职业病发生。定期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健康检查，并建

立健康档案。 

4.发生中暑如何抢救

症状较轻者，应当到

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

凡是长期在 85dB(A) 以上噪声环境下工作的，都可能发

生职业性噪声聋。 1.症状

噪声除了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导

致 噪 声 聋 之 外 ， 还 会

诱发头痛、头晕、耳鸣、失眠、

全身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等症状，并对心血管系统产生不

良影响。

2.职业禁忌

患 有 听 觉 器 官 疾 病 ， 以 及

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禁

止从事噪声作业。 

喝冷盐开水、洗冷水脸降温；症状较重者，应将其移到阴

凉通风的地方，使之平卧、解开衣服，用冷湿毛巾敷头部、

冷水擦身体降温。 

（五）噪声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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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防措施

作业场所应当采用吸音材

料、消声器等隔音措施。

噪声作业时应当配戴防噪

声耳塞或耳罩。

1.什么是生物性有害因素

生物性有害因素是存在于生产原料和生产环境中的对职

业人群的健康存在有害影响的一类生物因素。 

生物性有害因素除引起炭疽、布氏菌病、森林脑炎等职

业病之外，也可引起鼠疫、口蹄疫、挤奶工结节、牧民

狂犬病等疾病。 

控制工作时间，工作一段时间后暂时离开噪声环境，恢

复听力。定期检查听力。 

（六）生物因素的危害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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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炭疽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发的一种人畜共享的急性传染病，

人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而发生感染。炭疽的危害很大，

能使受害者在 36 小时内窒息、大量出汗、休克，直至

死亡。 

由于破损的皮肤接触感染动物或感染动物制品，如皮、

毛、骨、肉等，或吸入含有炭疽芽孢的尘埃等，均可感

染炭疽。

牧场动物饲养、屠宰、搬运、剪羊毛、皮革鞣制、纺毛、

缝皮等作业以及兽医和实验人员等，是接触感染源的主

要作业。

发现动物患有炭疽病，应禁止屠宰，对可疑病畜进行

隔离观察，对疫区草食动物进行兽类医疗措施。对病人

的衣服、用具、废敷料、分泌物、排泄物等采取消毒灭

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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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农牧业人群接触的污染物进行消毒处理。对从事

可疑污染物接触人群加强劳动保护。要经常对易感人员进

行就业前及定期体检，凡患有呼吸道疾病、皮肤病、年老

体弱者不宜从事接触感染机会较多的工作。 

3.布氏杆菌病

布氏杆菌病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属人

畜共患疾病。 

- 44 -

职业病防治宣传手册



布氏杆菌可以通过皮肤黏膜、消化道、呼吸道侵入人体，

会引起关节痛、神经痛、肺部损害、肝脏损害、生殖系

统损害等。

可能接触布氏杆菌的行业有：兽医为病畜接生、处理难

产及流产，检查牲畜；农牧民放牧，接触病畜的排泄物、

剪羊毛、挤奶；畜产品加工人员屠宰病畜、加工肉类；

实验人员进行病菌培养、制备生物制剂等；畜产品及皮

毛加工人员可吸入被污染的飞沫、尘埃而经呼吸道感染。

加强对疫区、运输车、海关及皮毛市场等的检疫，及时

发现病畜，彻底消灭传染源，建立检疫隔离制度，是根

除传染源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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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布氏杆菌传播途径的方法有：加强粪、水管理，

防止病畜或病人的排泄物污染水源；污染的场地、用具

均需严格消毒处理；为病畜接生人员，屠宰场及皮、毛、

乳、肉加工厂等工作人员应穿工作服、戴口罩及手套，

做好个人防护；牧民、兽医等相关职业人员、实验室工

作 人 员 及 疫 区 人 群 均 应 进 行 预 防 接 种 。

4.森林脑炎森林脑炎是由森林脑炎病毒经鼠蜱媒介传染

所致的急性中枢神经系统传染病。 

森林脑炎会导致全身感染、脑膜刺激、肌肉瘫痪等。

接触感染源的作业有：林业采伐工人、放养蜜蜂人员、

森林调查队员、筑路工人等；也有试验工作人员因经口

吸入或黏膜被污染病毒而染此病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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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森林脑病的方法有：在林区野外活动时，应扎紧

领口、袖口、裤脚口，以防止蜱虫叮咬，领口可撒喷杀

虫剂，头戴防虫罩。身体外露部分，可涂驱避剂。 

在森林地区的工作驻地周围，要搞好环境卫生，清除

杂草、枯叶，减少人、畜受蜱虫侵袭的机会，加强灭鼠、

灭蜱工作。

准备进入疫源地的所有人员及林区工作者要做好预防

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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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民工职业病防治

（一）为什么要重视民工卫生

2000年6月11日，在外地打工的 18岁民工梁某因职业性

苯中毒导致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死亡，花季少年，中

毒夭折，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一年前，刚刚高中毕业的

梁某来到某塑料制品厂打

工，被安排从事倒胶浆工

作，接触含苯溶剂，几个

月后，梁某常常感到头晕、

眼花、恶心、乏力。2000

年1月，梁某病情不断恶化

再也支撑不住，送入医院

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虽尽力施救，但终因梁某病情严

重而回天乏力，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更是如遭重创，短

短几个月花了10多万元医药费……无奈，梁的家人走上

了漫漫的打官司维权之路。 民工外出劳动，为的是赚

钱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但因多种原因他们常以牺牲

健康而换得报酬，这样的结果得不偿失。民工应该自己

主动地关注劳动与生活中的卫生与健康问题，既要赚钱，

更要健康的生活。

被告知是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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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怀疑得了职业病该怎么办

民工外出打工都希望多赚钱少患病，切莫得上职业病，

但假如怀疑自己患上了职业病时，也不能有其他顾虑，

应尽快到用人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

申请诊断。诊断机构会根

据你的病情、职业史、既

往健康状况、原工作场所

以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

价情况以及实验室检查资

料等作出诊断。

（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农民工享有哪些权利

1.职业卫生知情权；

2.职业卫生教育权；

3.拒绝违章指挥、强令

冒险作业权；

4.职业卫生批评、检举

和控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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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农民工主要有哪些义务

1.接受职业卫生教训，

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

卫生知识；

2.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

3.正确使用和缴职业防

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

职业健康检查是国家为维

护农民工等劳动者合法权

益而出台的重要规定，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劳动者应当积极参与用人

单位组织的上岗前、在岗

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检查，为自身健康多份保

障。健康检查可以判定农

（五）为什么要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4.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应及时报告。

民工是否适合从事该工作。从而将职业病危害预计在先；

还能及时发现职业病有因因素对健康的早期影响，早诊

断、早治疗，必要时调离岗位；体检结果还能作为职业

病诊断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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